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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对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干预的效果 

胡小芳 

武警安徽省总队医院  安徽合肥 

【摘要】目的 此次研究以对照形式展开，侧重分析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对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的影响意

义。方法 设立 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为本项研究的开展期限，选取 70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

患者为主要分析对象，迎合本次研究要求，依据知情同意原则，按照系统抽样法对其进行组间划分，每组安排

（n=35），分别命名为 A 组与 B 组，各自执行差异性护理方案，前一组：给予常规护理；后一组：给予循序渐进

式康复护理，最后观察两组临床资料、相关数据，采用统计学方法实施比对。比对层面涉及：胸腰椎功能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骨代谢指标、炎症因子水平、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研究结束后，统计学分析后发现，面对相同

疾病类型的患者，采用差异性护理服务方案，所得效果也截然不同，B 组患者在各项指标数值的体现均显优另一

组，P＜0.05，形成明显优劣差异，通过切实数据充分将实验价值体现，值得探讨。结论 对于胸腰椎压缩性骨折

患者而言，在其临床护理方案的横向选择中，建议优先采纳文中 B 组实施方案，即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一方面

能切实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缓解炎症反应，另一方面可极大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其应用价

值突出，可作为一项值得信赖的护理方案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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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rogress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thoracolumbar compression 

fractures 

Xiaofang Hu 

Anhui Provincial Armed Police Corps Hospital, Hefei, Anhui 

【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he influence of progressive rehabilitation care on patients with 
thoracolumbar compression fracture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4,70 cases of thoracolumbar 
compression fracture patients me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as the main analysis objec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systematic sampling method, each group (n=35), named group A and group B, each different care plan, 
the first group: give routine care; the latter group: give progressive rehabilitation care, finally observe two groups of clinical 
data, related data,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comparison level involves: thoracolumbar function score, quality of life score, 
bone metabolism index, inflammatory factor level,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Results after the study,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found that in the face of the same disease type of patients, the difference of nursing service scheme, the effect is 
very different, group B patients in the embodiment of the index value show another group, P <0.05, form obvious difference, 
through practical data fully experimental value, is worth discussing.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thoracolumbar 
compression fracture, in the horizontal selec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plan, suggested to adopt the group B implementation 
plan, namely step by step rehabilitation care, on the one hand, can improve patients with clinical symptom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lleviate inflammatory re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ts application value is outstanding, can be promoted as a trustworthy nursing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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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私家车数量

越来越多，同时在老龄化问题上也愈加严重，致使骨质

疏松症的发病率持续攀升，这些现象均极大促进了胸

腰椎压缩性骨折疾病的发生发展趋势。胸腰椎压缩性

骨折：是指胸腰椎椎体在受到外力作用后，发生前柱或

中柱的压缩变形，导致椎体高度降低、形态改变的一种

骨折类型[1]。该病多由高处坠落、交通事故等直接或间

接暴力引起，还可由于骨质疏松、骨密度下降、椎体骨

小梁变细、减少等因素导致。患者受伤后会出现明显的

疼痛感，且活动、翻身、站立时会疼痛加剧，需积极开

展有效治疗，同时配合优质完善的护理干预策略，方可

最大限度提高治疗效果，保障预后[2]。 
故此，本文设计了一项对比试验，收集 70 例胸腰

椎压缩性骨折患者为研究样本，均分两组后，分别对其

实施差异性干预策略，进行效果比对、优势评价，作具

体汇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设立 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为本项研究的开

展期限，选取 70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

患者为主要分析对象，迎合本次研究要求，依据知情同

意原则，按照系统抽样法对其进行组间划分，每组安排

（n=35）。其中 A 组收集患者中存在 19 例男性，16 例

女性，年龄均值（66.35±2.17）岁；病程均值（4.47±
1.06）d。B 组收集患者中存在 18 例男性，17 例女性，

年龄均值（65.21±2.84）岁；病程均值（4.53±1.11）
d ，基线资料 P＞0.05。 

纳入标准：入组患者具备完整病历资料；对本项研

究知情同意，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可积极配合相关工

作开展；X 线片、CT、MRI 等影像诊断，符合胸腰椎

压缩性骨折标准。 
排除标准：存在严重精神障碍，无法进行良好沟通；

合并存在器官功能障碍；配合度不高，无完整病历资料，

中途退出者均排除。 
1.2 方法 
1.2.1 A 组：本组执行常规护理服务方案，内容包

括：（1）密切监测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及时将异常情

况上报医生，确保患者生命安全。（2）提供口头疾病

知识宣教，注意事项告知，使患者认知水平得到提升。

（3）针对用药、饮食提供干预指导，叮嘱患者不可私

自停药、更改药物使用剂量，防止出现不良反应。（4）
结合患者个体需求，为其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告知其

不可食用辛辣刺激性食物，以清淡、易消化、营养均衡

的食物为主，确保日间活动和机体需求。（5）参考患

者身体状况、耐受程度，为其制定运动方案，循序渐进

开展，促进康复。 
1.2.2 B 组：本组执行循序渐进的康复护理，内容

包括：（1）成立专业护理小组：护士长任组长，责任

护士、康复医师任组员，护理工作开展前，对小组成员

进行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的培训考核，以提升护理人

员综合素养，确保护理工作质量[3]。（2）加强宣教：

采用文字宣教、视频播放、面对面讲解形式，强化宣教

内容，使患者更深入地了解康复护理流程及作用，必要

性和重要性，从而更积极地配合护理工作开展[4]。（3）
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a：早期（术后 1-2 周）：此阶

段护理人员需采用冷敷、热敷的交替的方式为患者缓

解骨折部位肿痛和疼痛症状，冷敷时长每次 15-20min，
每日 3-4 次。热敷时间（伤后 48h），每次 20min，每

日 3-4 次，温度控制在 40-50℃[5]。与此同时，为患者

提供被动按摩护理，按摩部位双下肢，每次 15-20min，
每日 2-3 次，以此促进血液循环，预防深静脉血栓。b：
中期（术后 3-6 周）：此时期患者病情基本稳定，护理

人员需结合患者实际情况为其制定锻炼方案，以循序

渐进为原则，逐步增加康复训练强度。如：指导患者保

持仰卧位，双膝屈曲，足为掌，肩和双肘为支点，抬起

骨盆，将肩部、腹部、膝关节统一在一个平面，再缓慢

放下，起和落为一组，每日 3-4 组，每次 10-15 个[6]。

上述基础上，指导患者将双臂放于胸前，头、双足做支

点将全身撑起，每日 3-4 组，每次 10-15 个。c：后期

（术后 7 周-出院后 3 个月）：此阶段需对患者运动强

度进行增加，开展下床、床边站立训练，每日 3-4 次，

每次 5-10min，循序渐进，逐步过度到缓慢行走，初步

控制在 10-20 米，随着患者能力提升，对行走距离进行

增加，每日最多增加 5-10 米[7]。 
1.3 观察指标 
分析观察两组患者在胸腰椎功能评分（主观症状/

临床体征/日常活动受限度/膀胱功能），生活质量评分

（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躯体功能），

骨代谢指标（OCN/CTX-I/CT），炎症因子水平（肿瘤

坏死因子-α/白介素-8/白介素-6），不良反应发生率方

面的差异表现。 
1.4 统计学方法 
本文中涉及到的计量数据资料使用 n%表示，通过

χ2 值来进行检验，标准差使用（ x ±s），通过 t 进行检

验，全部数据都进行 SPSS17.0 软件数据包来计算，显

示 P 值小于 0.05，可以进行统计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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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表格体现，B 组患者在各项指标的呈现上显优 A

组（P＜0.05），见下表。 

表 1  两组患者干预效果比较（x±s、n=35、分） 

组别 
胸腰椎功能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主观症状 临床体征 日常活动首先度 膀胱功能 角色功能 情绪功能 认知功能 社会功能 躯体功能 总评分 

A 组 5.75±1.61 3.79±0.82 9.88±1.63 -0.98±0.19 80.25±3.15 80.13±3.43 80.66±3.48 80.32±3.43 81.13±3.56 80.26±3.58 

B 组 6.78±1.69 4.64±0.88 11.7±1.55 -0.72±0.22 84.26±3.55 84.33±3.66 85.11±3.62 84.59±4.12 85.26±3.45 84.75±3.63 

表 2  两组干预效果比较（x±s、n=35、分） 

组别 
骨代谢指标水平 血清炎症因子水平 

OCN CTX-I CT TNF-α IL-8 IL-6 

A 组 7.03±2.08 161.26±25.8 77.68±21.38 91.83±7.88 47.14±4.76 52.85±5.83 

B 组 8.36±2.33 144.38±23.2 88.25±23.48 86.76±7.47 44.27±4.48 49.72±5.33 

表 3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n 发热 便秘 腹胀 尿潴留 压疮 总发生率 护理满意度 

A 组 35 2（5.71） 2（5.71） 1（2.85） 1（2.85） 1（2.85） 7（20.00） 27（77.14） 

B 组 35 1（2.85） 0（0.00） 1（2.85） 1（2.85） 0（0.00） 3（8.57） 34（97.14） 

 
3 讨论 
护理是一项关乎人类健康和福祉的重要工作，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护理的重要

性愈发凸显，护理工作不仅在医疗领域发挥着巨大作

用，同时也对整个社会存在不可替代的价值。本文研究

主题，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对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

康复效果的影响，试验中两组患者分别接受了不同形

式的护理干预策略，最终 B 组患者各项指标均显优 A
组，以 8.57%∶20.00%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低 A 组，

以 97.14%∶77.14%的护理满意度显高 A 组。分析原

因：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是一种按照一定顺序和步骤

逐步推进的护理模式，在促进患者康复，提高其生活质

量方面具备诸多优势。主要以患者病情状况、恢复情况

等作为护理方案制定的基础，以患者为中心，以满足患

者切实需求为宗旨，在患者恢复的不同时期、阶段给予

针对性训练指导[8]。护理人员在实施循序渐进式康复护

理过程中，与患者密切接触，能更好地了解患者需求，

为其提供更贴心的服务和指导。在骨折初期，冷敷方法

的实施可为患者消除局部血管收缩，减少出血与肿胀，

从而缓解疼痛；热敷则可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淤血吸收，

放松肌肉，达到减轻疼痛的目的；骨折中期，采用五点

支撑法、三点支撑法激活腰背肌，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以良好的力学环境促进骨折愈合；骨折后期，鼓励患者

积极开展下床活动、综合功能训练，可促进患者逐步恢

复脊柱正常活动模式和身体平衡协调能力，更快地回

归社会，开展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9]。B 组患者能够

收获理想干预效果的关键还包括，专业护理小组的成

立，对组员进行培训考核，使护理人员综合素质得到提

升，确保护理工作质量；多元性的健康教育，能够极大

丰富患者认知，提高治疗依从性，为后续康复训练奠定

良好基础[10]。同时配合常规护理服务策略，能够更进

一步提升了康复效果，降低了不良反应发生概率，赢得

患者满意和认可。 
综合上述，循序渐进式康复护理服务方案对胸腰

椎压缩性骨折患者临床影响意义重大，能够明显改善

患者疾病症状，提高康复速度，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值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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