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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总结和分析脊柱骨折护理的采用健康教育路径的效果。方法：本研究涉及的病例为2023

年8月到2024年7月到我院就诊的84例脊柱骨折患者,根据治疗方法分为两组,每组42例,其中常规护理组

患者选择常规护理方案,而健康教育组患者则采取健康教育路径。比较两组患者采用不同护理的预后情

况(导尿舒适度、睡眠情况、术口疼痛改善时间)及护理满意度。结果：经比较,健康教育组的护理满意

度为95.2%(39/42),高于常规护理组的73.8%(30/4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健康教育组患者治疗

后的各项评价标准改善时间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健康教育组患者的治

疗后症状改善时间明显少于常规护理组,其中导尿舒适度改善时间分别为(2.22±1.34)天和(3.61±1.77)

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睡眠情况改善时间分别为(2.44±1.36)天和(4.73±2.03)天,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术口疼痛改善时间分别为(3.22±1.54)天和(5.19±1.98)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脊柱骨折患者采取健康教育路径后,整体护理效果良好,相对于传统治疗护理方式,可以

明显缩短患者的导尿舒适度、睡眠情况、术口疼痛改善时间,适合在临床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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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adopting a health education pathway in the 

nursing of spinal fractures. Method: The cases involved in this study were 84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who 

visited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23 to July 2024. 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nursing group chose the routine nursing plan,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group adopted the health education pathway. Compare the prognosi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ceiving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urinary catheterization comfort, 

sleep quality, and improvement time of surgical pain. Result: After compariso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health education group was 95.2% (39/42),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73.8% (30/42) of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mprovement time of various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patients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mprovement time 

of symptoms after treatment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group, with the improvement time of catheterization comfort being (2.22 ± 1.34) days and (3.61 ± 1.77) 

days,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mprovement time of sleep 

condition was (2.44 ± 1.36) days and (4.73 ± 2.03) days,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mprovement time of surgical pain was (3.22 ± 1.54) days and (5.19 ± 1.98) days, 

respectively,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After adopting a health education 

pathway for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the overall nursing effect is good.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reatment nursing methods, it can significantly shorten the patient's urinary catheterization comfort, sleep 

condition, and improvement time of surgical pain, and is suitable for widespread clinic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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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骨折是临床上常见的骨科疾病,发病原因包括外伤：脊

柱骨折最常见的原因是外伤,如车祸、高处坠落等高能损伤,这

些外力作用于脊柱,导致骨质连续性中断和可能的脊髓损伤；骨

质疏松：特别是老年人和绝经后女性,由于骨质疏松症导致骨密

度和骨质量下降,骨强度减低,椎体在轻微外伤甚至没有明显外

伤的情况下即发生压缩骨折；肿瘤： 脊柱肿瘤也可能导致病理

性骨折,需要将肿瘤进行切除,同时进行脊柱功能重建[1-2]。 

脊柱骨折疾病特点主要有疼痛与活动受限：脊柱骨折患者

会感受到受伤部位的疼痛和活动受限,如脖子、背部、腰部疼痛,

无法行走、无法站立,床上翻身时疼痛加剧；神经损伤：脊柱

骨折可能伴随脊髓或马尾神经损伤,导致不全或完全性瘫痪

的表现,如感觉、运动功能丧失、大小便障碍等；脊柱骨折多

见于胸腰段、胸椎腰椎结合部位,这些部位应力较大,容易发生

损伤[3]。一般影像学检查如X线摄片、CT和MRI对于明确诊断、确

定损伤部位、类型和移位情况至关重要。脊柱骨折的治疗需要

根据骨折的类型和严重程度来决定,可能包括保守治疗和手术

治疗。由于脊柱骨折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及时的诊断和适合

的治疗及护理措施非常重要[4-5]。本文对比了采取健康教育路径

和常规护理的护理效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我院从2023年8月开始,到2024年7月为止接收的84例脊

柱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他们的病例资料,分组标准

参考实际治疗方法分为常规护理组和健康教育组,各42例。其中

常规护理组男性23例,女性19例,年龄为8个月~3岁,平均(2.73

±1.12)岁。健康教育组男性24例,女性18例,年龄为8个月~3岁,

平均(2.16±1.03)岁。纳入标准：患者结合相关检查结果、相

关症状和体征以及临床诊断标准与指南评估后确诊为脊柱骨折

病；患者及家属知晓医疗服务具体内容。排除标准：患有严重

的器质性疾病。组间对比一般资料无明确差异(P>0.05),符合统

计学要求,可以参与对比研究。 

1.2方法 

患者后采取常规治疗,针对性地为患者提供合适的手术病

房,为患者排除噪音感染,补液抗炎,并注重感染控制,及时排查

各组隐性的感染因素,及时调整空调和病床窗户,保证病房始终

处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等。 

健康教育组采取健康教育路径,首先需要科室建立专业护

理小组,即临床护理路径小组,包括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和护士

长,并进行专业培训,以确保护理人员对健康教育路径有清晰的

认识。主要采取的干预措施包括①健康教育：护理人员应根据

患者接受程度,采用适宜的方式进行健康教育,普及脊柱骨折的

治疗方法和恢复期间的注意事项,纠正患者的认知错误。②饮食

护理：科学的饮食搭配对脊柱骨折患者保持营养均衡至关重要。

护理人员应调查患者的饮食爱好,并帮助患者制定饮食方案,推

荐高营养清淡食物,并指导家属在患者进食后进行腹部按摩,促

进肠胃蠕动。③心理干预脊柱骨折患者在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产

生负面情绪,护理人员应关注患者的情绪变化,耐心倾听,鼓励

表达,并帮助患者树立恢复信心。④出院指导与随访出院前,护

理人员应为患者制定居家康复护理措施,并告知家属监督患者

进行康复训练。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及时了解患者恢复情况,

并指导患者通过深呼吸、听音乐等方式转移对疾病的关注。 

1.3评价指标 

护理的预后情况主要导尿舒适度、睡眠情况、术口疼痛改

善时间。 

满意度评价采取本科室自行设计的满意度调查表,结果包

括满意、总体满意和不满意,满意度是采取前两项指标之和。 

1.4统计学处理 

本文数据分析均采用SPSS 24.0软件。计量资料用(x±s)

表示,并进行t检验,α=0.05；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并进行

X2检验,α=0.05。 

2 结果 

2.1护理满意度对比 

对比护理后的有效率,健康教育组的护理满意度为95.2% 

(39/42),高于常规护理组的73.8%(30/4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健康教育组

常规护理组

χ2值

P值

42

42

20(47.6)

13(31.0)

19(45.2)

17(40.5)

2(4.8)

11(26.2)

39(92.9)

30(71.4)

6.574

<0.05

 

2.2治疗预后情况对比 

表2 两组患者的各症状改善时间对比(x±s,天) 

组别 n 导尿舒适度 睡眠情况 术口疼痛

健康教育组

常规护理组

42

42

2.22±1.34

3.61±1.77

2.44±1.36

4.73±2.03

3.22±1.54

5.19±1.98

χ2/t值

P值

4.758

<0.05

6.162

<0.05

5.342

<0.05

 

对比治疗预后情况,健康教育组患者的术后3个月复发率与

常规护理组近似,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术后眼部异物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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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时间则明显短于常规护理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2。 

3 讨论 

脊柱骨折是脊柱外科常见疾病,尤其在胸腰椎区域。随着交

通事故增多,发病率逐年上升。手术是治疗脊柱骨折的主要方法,

但患者术后需长时间卧床,易产生烦躁、焦虑情绪。传统护理方

式已无法满足患者需求,健康教育路径作为一种新型护理方式,

通过系统化教育增强患者自我保健意识,减轻疼痛,减少肌肉萎

缩和骨质疏松,提高康复质量和生活质量[6]。研究表明,采用健

康教育路径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低,生活质量评分高[7-9]。 

本研究旨在通过在常规护理中增加健康教育路径,提升脊

柱骨折患者的护理质量。该路径将患者住院过程分为多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其中入院阶段的护理,护理人

员首先需带领患者及家属熟悉医院环境并安置患者,详细了解

患者的具体情况。由于脊柱骨折多由意外引起,患者心理会受到

极大打击,护理人员需要强化心理护理,通过主动交流和肢体语

言传递关怀,帮助患者建立积极乐观的态度。在心理护理时,护

理人员应持续与患者沟通,展现同情和鼓励,使用细微动作如眼

神交流和握手来传递关怀,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心理护理需要持

之以恒的耐心和循序渐进的交流。手术前,护理人员应向患者进

行细致的健康知识宣教,减轻患者对手术的恐惧和心理压力。通

过讲述手术方法的优点和康复案例,让患者感到安慰,并鼓励家

属和医生共同参与鼓励。手术后,护理人员需告知患者手术详情,

并保持风险防范意识。在患者身体虚弱阶段,护理人员应轻柔操

作,协助患者翻身和按摩受压部位,避免压力性损伤。患者出院

时,护理人员应定期进行电话随访或上门了解患者恢复情况,确

保患者得到持续的关怀和支持。已有部分研究显示[10],采用健

康教育路径的患者其切口疼痛、尿管不适及睡眠障碍等指标情

况均要优于采取常规护理的患者,且两组各指标数据差异显著。

本次研究中也得出的近似的结论,同时还可以看到护理满意度

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本次研究中,采取了健康教育路径护理与传统护理方案

进行对比,整体来看前者对于患者的导尿舒适度、睡眠情况、术

口疼痛等症状改善时间效果更好,且护理满意度更高,临床优势

显著。但是同时也需注意到,健康教育路径对于脊柱骨折病情较

重,手术方法较为复杂的患者效果相对有限,还需要进一步开展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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