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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循证护理模式在脊柱骨折患者护理中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23年1月-2024年1

月120例脊柱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60例,对照组接

受常规护理,研究组接受循证护理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脊椎功能恢复情况和生活质量评

估等,评估循证护理模式的效果。结果：研究组泌尿系统感染、压疮、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的发生率明

显低于对照组,脊椎功能恢复评分优于对照组,SF-36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循证护理模式在脊柱骨折患者护理中能够显著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促进脊椎功能恢

复,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循证护理模式值得在脊柱骨折患者的护理中推广使用,进一步提升护理质量和

患者康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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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l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Method: 120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 study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6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spinal function recovery, 

and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 Result: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such as urinary system infection, 

pressure ulcers, and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pinal function recovery score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F-36 quality of 

life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he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promote spinal function recovery, and improv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in the care of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The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l is worth promoting and using in the care of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further improving nursing quality and patient rehabilitation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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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骨折是一种严重的骨科损伤,常由高能量创伤如车祸、

跌倒等原因引起,也可能因为骨质疏松等慢性疾病而发病,脊柱

骨折不仅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疼痛和功能障碍,还可能导致严重

的并发症脊髓损伤、神经功能障碍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和康复过程,如何有效地护理和管理脊柱骨折患者,减轻其痛苦,

促进早日康复,成为临床护理的一个重要课题[1]。传统的护理模

式主要依赖于护理人员的经验和直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满

足患者的需求,但由于缺乏科学依据,护理效果不够理想,循证

护理模式通过结合临床最佳研究证据、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

患者的个体需求,提供更加科学、系统和个性化的护理服务,这

一模式强调通过系统化的健康教育、科学的评估工具和有效的

护理干预,全面提升护理质量和患者的康复效果[2]。本研究探讨

循证护理模式在脊柱骨折患者护理中的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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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资料 

选取2023年1月-2024年1月120例脊柱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60例,对

照组男性30例,女性30例,年龄范围在27至68岁之间,平均

(48.63±4.79)岁,病程最短9个月,最长15个月,平均(13.33±

4.12)个月。研究组男性29例,女性31例,年龄范围在28至67岁之

间,平均(48.04±4.73)岁,病程最短9个月,最长16个月,平均

(13.26±4.31)个月。两组一般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 

纳入标准：经临床诊断为脊柱骨折患者；无重大脏器疾病

心脏病、肝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肾衰竭等；无青霉素过敏

等药物过敏史。 

排除标准：伴随有其他脏器的疾病心脏病、肝癌、慢阻肺、

肾衰竭等；有精神病史或青霉素过敏。 

1.2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密切监测,

包括心率、血压、呼吸频率和体温等,确保患者处于稳定状态,

定期评估患者的疼痛程度、神经功能状态以及骨折部位的愈合

情况,为后续护理和治疗提供依据。根据患者的骨折类型和严重

程度指导患者采取合适的体位,减少骨折部位的移位和疼痛,定

期协助患者翻身,避免压疮的发生。对于疼痛明显的患者,根据

医嘱给予适当的止痛药物,教会患者正确的疼痛评估方法和自

我缓解技巧。患者病情稳定后,根据康复计划指导患者进行适当

的康复锻炼,促进功能恢复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3]。 

研究组接受循证护理模式：组建一支由骨科专家、康复师、

营养师、心理咨询师及资深护士组成的护理团队,团队成员各司

其职,共同协作,确保循证护理计划的顺利实施,在护理开始前

明确护理目标,减轻患者疼痛,促进骨折愈合,预防并发症,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采用专业的评估工具,对患者的身体状况、心理

状态、营养状况及康复需求进行全面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结合最

新的科研成果和临床经验,为患者制定了个性化的护理计划,护

理计划涵盖疼痛管理、体位管理、康复锻炼、营养支持、心理

支持等多个方面,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护理服务[4]。疼痛是脊柱

骨折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对患者的疼

痛程度进行定期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调整疼痛管理方案,除了药

物治疗外还为患者提供非药物治疗冷敷、热敷、按摩等,缓解患

者的疼痛,向患者及其家属普及疼痛管理知识,提高患者的自我

护理能力。体位管理对于脊柱骨折患者至关重要,根据患者的骨

折类型和严重程度,指导患者采取合适的体位,减少骨折部位的

移位和疼痛,定期协助患者翻身,避免压疮的发生,对于存在压

疮风险的患者采用气垫床、翻身垫等辅助工具,确保患者皮肤的

清洁和干燥。康复锻炼是脊柱骨折患者康复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锻炼计划,康复锻炼包

括关节活动、肌肉力量训练、平衡训练等多个方面,促进患者的

功能恢复,在锻炼过程中密切关注患者的反应和进展,及时调整

锻炼方案,确保锻炼的安全性和有效性[5]。营养支持对于脊柱骨

折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根据患者的营养需求和饮食偏好,制定

个性化的饮食计划,饮食计划涵盖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多

种营养素,满足患者的营养需求,向患者及其家属普及饮食管理

知识,提高患者的饮食管理能力。脊柱骨折患者往往面临较大的

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定期与患者进行沟通,了解其心理状态和

需求,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安慰,对于存在心理问题的患者,

及时邀请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疏导和干预,帮助患者树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在循证护理模式的实施过程中,持续监测患者的身

体状况、心理状态及康复进展,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调整护理方

案,确保护理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定期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沟通,

了解他们的反馈和建议,不断优化护理服务[6]。 

1.3评价标准 

记录并统计患者在住院期间及出院后30天发生的并发症种

类和数量,包括压疮、下肢深静脉血栓、泌尿系统感染等,计算

并发症的发生率。 

采用脊椎功能评估量表Frankel分级进行脊椎功能恢复评

估,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评估其在术后1个月的脊椎功能恢复

情况,评分越高,表明脊椎功能恢复越好[7]。 

SF-36生活质量评分用于全面评估患者的生存质量,从生理

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精力、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以及精神健康等8个方面进行评分,患者根据自身情况

填写SF-36问卷,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 

1.4统计学计算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t

检验、卡方检验等,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研究组泌尿系统感染、压疮、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的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脊椎功能恢复评分优于对照组,SF-36生

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 

表1  两组护理效果对比 

组别 例数

研究组 ± ±

对照组 ± ±

c

＜ ＜ ＜

并发症(%) 脊椎功能恢复评分(分) 生活质量评分(分)

60 2(3.33%) 86.20 4.52 89.70 5.14

60 18(30.00%) 73.50 6.83 77.90 7.26

/t 11.2 4.21 4.55

P 0.05 0.05 0.05

2

 

3 讨论 

在现代医疗护理实践中,循证护理模式已被广泛应用,特别

是在处理脊柱骨折这类严重且复杂的医疗情况时,循证护理模

式通过运用最佳现有证据做出护理决定,提供最高标准的患者

护理。针对脊柱骨折患者,尤其是那些遭受严重损伤的个体,循

证护理提供结合科学研究、临床经验以及患者需求和偏好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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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护理框架,本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患者在泌尿系统感染、压

疮和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的发生率方面显著低于对照组,表明

循证护理模式能够有效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与循证护理模

式中包含的多种干预措施密切相关,严格的无菌操作、合理的体

位摆放、定期的风险评估以及个性化的护理计划等。研究组患

者的脊椎功能恢复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循证护理模式强调通

过科学的康复训练和个性化的功能恢复计划,帮助患者尽早恢

复正常的脊椎功能,这一护理模式不仅关注患者的生理康复,还

注重心理支持和情感关怀,帮助患者树立康复信心,积极参与康

复训练,最终提高脊椎功能恢复的效果。研究组患者的SF-36生

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SF-36生活质量量表是评价患者健

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常用工具,评分高低直接反映了患者的生

活质量,研究组患者在接受循证护理模式后生活质量显著改善,

表明循证护理模式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生理功能,还能显

著改善其心理状态和整体生活质量。循证护理模式强调护理实

践中的科学性和实证基础,确保护理措施都基于当前最好的证

据进行,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更可以最大限

度地减少患者的痛苦和并发症风险,加速康复进程[8]。 

综上所述,推荐在脊柱骨折患者的护理中推广使用循证护

理模式,医疗机构应当培训护理人员理解和应用循证护理的方

法和原则,构建支持循证实践的医疗环境,包括提供必要的资

源、设备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提升护理质量,优化患者治疗结果,

最终实现医疗服务质量的整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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