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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结核手术患者的手术室护理效果

帅�鹤*

山西省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山西�太原��030053

摘�要：目的：探究脊柱结核手术患者的手术室护理体会及其效果。方法：选取����年�月到����年�月期间我院

收治的���例脊柱结核手术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利用随机数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 ���）和实验组（�� ���）

两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手术护理，实验组患者给予优质手术室护理，对比两组脊柱结核手术患者的整体恢复情

况、治疗前后的疼痛9�6评分、随访三个月后的复发率。结果：实验组脊柱结核手术患者在实施优质手术室护理后，

和对照组患者相比，整体治疗有效率明显更高且治疗后的疼痛9�6评分明显下降、随访复发率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结论：临床采用优质的手术室护理能够显著改善脊柱结核手术患者的疼痛感，对于促进患者的身

体功能恢复，降低疾病复发具有积极的临床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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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结核疾病是临床常见的骨科疾病，多见于腰椎结核、胸椎结核、胸腰段结核等，是最为常见的骨关节疾病类

型，占总比例的��%>��。大部分患者均在肺结核后继发该病，病程发展较为缓慢，但由于其慢性破坏性，会对患者的

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造成严重影响。本次研究通过选取我院收治进行手术的���例脊柱结核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分析

了实施优质手术室护理的临床体会，具体的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资料选择在本院接受脊柱结核手术治疗的患者���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随机分配的方法将其分为

两组对照研究，所有入选的患者通过核磁共振和�线检查确诊为脊柱结核，实验组��例，包括男性��例，女性��例，

最小年龄为��岁，最大年龄为��岁，平均（����������）岁，病例类型：腰椎结核��例、胸椎结核��例、胸腰段结核

��例，其他�例；对照组��例，包括男性��例，女性��例，最小年龄为��岁，最大年龄为��岁，平均（����������）

岁，病例类型：腰椎结核��例、胸椎结核��例、胸腰段结核��例，其他�例。资料统计分析后差异无意义，��������，

可研究对比。此次研究方法经医院理论委员会批准审核，且所有参与患者对本次内容知情且同意参与>��。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手术护理，包括术前评估、体征监测、科学用药、健康教育等。实验组脊柱结核手患者接受了高

质量的手术室护理，具体如下：术前护理：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病历为患者提供科学的手术方案，进行术前教育，

告知患者手术操作流程，同时以人性化的态度做好患者的心理疏导工作，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告知患者脊柱结核治愈

的可能性，减少患者的恐惧和焦虑，优化患者的身体体征，保证患者能保持最佳状态，积极配合各项检查，术前做好

禁食禁水，保证手术顺利进行术中护理，患者进入手术室后，医护人员应及时调整手术室环境，保证合理的温度和湿

度，并向患者介绍手术器械和物品的基本功能，减少患者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常规麻醉后，应监测患者的心率、血

压、体温，作出详细的概率，检查患者是否有任何不良反应，积极配合医生的操作，术后及时止血并护理好伤口>��。

术后护理：麻醉后患者疼痛剧烈。医护人员应区分患者疼痛是炎性疼痛还是外伤性疼痛，合理使用相关药物做好

镇痛护理，加强对患者体征的监测并记录变化。由于患者术后需要长时间卧床，医护人员应做好患者的日常护理和营

养支持工作，并在康复初期给予患者一定的功能训练。通过包括翻身、仰卧、侧身、关节活动等练习。可以逐渐改善

患者的关节功能，鼓励患者下床活动，促进患者康复>��。

*通讯作者：帅鹤，������，汉，女，山西省太原市，山西省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主管护师，本科，研究方向：

手术室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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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疼痛程度：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评估患者护理前后的身体疼痛度，以�～��分进行评估，分值越高，疼痛程度越

严重。并发症和依从性：观察对比两组患者出现并发症（伤口感染、肺不张、深静脉血栓）和药物依从情况。

治疗前后的疼痛9�6评分：满分为��分，在患者治疗前后进行测试评定，分数越高代表患者的疼痛感越强烈。

�����统计学方法

采用6366�����软件计算，计量资料以（ ）表示，组间以W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以χ�检验，当��������说

明此次研究存在显著研究价值。

2��结果

�����两组患者的整体恢复情况对比

由表�可见，实验组脊柱结核手术患者的整体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1��两组患者的整体恢复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 �� �� �� ��%

实验组 �� �� �� � ��%

�����疼痛程度

干预前的疼痛程度对比无意义，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9�6�较低于对照组，��������，见表�。

表2��两组患者的疼痛程度对比（VAS：视觉模拟评分法）

组别 例数 治疗前（分） 治疗后（分）

对照组 �� （���������） （���������）

实验组 �� （���������） （���������）

3��讨论

脊柱结核属于消耗性疾病，是指椎骨的骨炎，该病大部分是由肺结核引发，属于肺结核并发症中最为严重的一

种，患者被结核菌感染后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骨组织后造成破坏，进而发展成为骨结核，患者发生此病后会累及全

身，其中最为严重的为胸椎和腰椎，患者存在剧烈的疼痛，发病患者早期并无任何明显症状，在后期疾病发展过程

中，逐渐出现活动能力受限、局部疼痛以及各功能障碍等症状，其治疗难度较大>��。通常医学上对于此病的治疗方式

主要为手术方法，通过手术能够控制疾病的恶化发展�，减轻疾病带来的身体疼痛，但是手术治疗后的预后效果不理

想，术后若不注意，可能会存在较严重的后遗症，例如：背部酸痛、长期用药出现耐药性、疾病容易复发等，不仅增

加患者的痛苦，还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选择手术治疗中患者易出现较多负面情绪，各种情绪对手术治疗有一定的干

扰，不利于患者的较好恢复，还会引发较严重的并发症>��。

本文研究中将对我院的脊柱结核患者实施优质的护理干预，护理服务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对患者出现的各种不良情

绪进行干预，采取多种方式心理疏导，从病房手术环境、治疗方法等各阶段的干预来消除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使

得患者保持积极心态配合医生手术治疗>��。优质的手术室护理能够缩短手术治疗时间，通过运动康复训练加快患者的

伤口愈合，从饮食方面指导患者多食高蛋白、维生素含量丰富的食物，针对患者的实际情况可静脉注射脂肪乳进行营

养支持，鼓励患者尽早下床，提升其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临床采用优质的手术室护理能够降低脊柱结核手术患者的疼痛感，对于促进患者的关节功能恢复，降

低复发具有重要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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