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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延续性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PLIF 术后康复的应用

曾小明 黎素因 区彩琼
广东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广东 佛山 528500

【摘要】目的：研究微信延续性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后路减压椎间植骨融合（PLIF）术后康复的应用效果。方
法：选取 2018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我科收治的 8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循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基础

组（行基础护理）与持续组（行微信延续性护理），每组 40 例。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方式对患者术后康复的效果。结果：

持续组护理恢复总有效率为 97.50%，高于基础组的 82.50%，P<0.05。护理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护理后 2 个月、4 个月，持续组患者生活质量优于基础组，P<0.05。结论：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 PILF 术后采

用微信延续性护理能促进其康复速度，可收获良好的护理效果，同时能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延续性护理；腰椎间盘突出症；后路减压椎间植骨融合术；微信

Application of Wechat Continuous Nursing in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fter PLIF

ZENG�Xiao-ming,�LI�Su-yin,�OU�Cai-qiong

Gaoming�District�People's�Hospital�of�Foshan�City,�Guangdong,�Foshan,�Guangdong�528500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wechat continuous nursing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fter posterior decompression and interbody fusion (PLIF).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treated in 

our department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and listed as the basic group (n = 40, basic nursing) and the continuous 

group (n = 40, wechat continuous nursing)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methods on  the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wechat continuous 

nursing recovery was 97.50%, which was higher than 82.50% in the basic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continuous group 2 and 4 months after 

nursing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basic group, P<0.05. Conclusion: Wechat continuous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fter PILF can promote their rehabilitation speed, with good effect,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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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盘是由中心髓核、上下软骨板及四周纤维环组成的，
机体在端坐位与前屈位时其椎间盘所负担的压力最大，是
造成椎间盘退行性病变的首要不良姿态。腰椎间盘突出症

（1umbar disc herniation，LDH）发病内在原因是患者随着
年龄增长，其髓核内水分降低、纤维环强度减弱、椎间隙狭隘，
导致椎间盘发生退化 ；外在原因则是椎间盘髓核出现退化及
纤维环破损引发髓核组织凸出，对神经根或马尾神经造成压迫
与刺激进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症状，多在 20~50 岁的中青年
人群中发病，会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1]。卫生组织发
布数据显示，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腰椎
间盘突出症发病率显著升高，已成为社会常见职业性疾病，严
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阻碍社会进展。现代医学针对腰椎间盘
突出症治疗方案较多，主要分为手术治疗及非手术治疗。临床
上多数患者会选择非手术治疗，以采取理疗手法为主，可有效

缓解腰腿不适症状。但在临床应用显示，腰椎间盘突出与患
者不良坐姿、生活习惯等因素具有密切关联，具有较高的疾病
复发概率，反复发作会对患者身心健康带来极大影响，且随疾
病进展，导致患者腰椎功能减退，易导致患者劳动功能丧失。
后路腰椎体间融合术（posteriorlumbarinterbodyfusion，
PLIF）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普遍应用的手术方式，虽能在一
定程度上改善患者临床病症，但临床疗效仍不理想 ；而在术后
实施早期功能锻炼可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针对以上内容，本
文将微信延续性护理应用至我科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PLIF
术后患者护理中，目的是分析其对患者术后康复效果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取 2018 年 6 月 —2020 年 6 月 我 科 接 治 的 80 例 腰
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循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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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组与持续组，每组 40 例。基础组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 ；年 龄 32~56 岁，均 龄（46.54±4.46）岁 ；病 程 3~8 年，平
均病程（6.47±0.54）年。持续组男性 20 例，女性 20 例 ；年
龄 33~55 岁，均龄（46.62±4.35）岁 ；病程 3~9 年，平均病程

（6.48±0.58）年。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可比 ；全部均对本次研究均知情并签字。

纳入标准 ：（1）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标准，患者
入院后经临床症状及体征、腰椎功能评估、影像学等综合检查
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排除因外伤导致腰腿疼痛患者 [2] ； 

（2）所选患者均遵医嘱接受手术治疗，符合手术开展要求，且
既往无手术治疗史 ；（3）所选患者均具有独立法人能力，具有
良好认知功能，可独立配合手术及护理，独立配合问卷填写，并
于入组之前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剔除标准 ：（1）有严重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者 ；（2）同时
参与多个研究者 ；（3）对本次研究不配合或参与中途退出者。
1.2 方法

1.2.1 基础组 将功能训练方式制作成手册方式在患者
出院时向其发放，并详细说明其中内容 ；指导患者进行五点支
撑法训练，完成训练后进行三点支撑法训练，根据自身情况调
整训练方案，每项动作训练 20~30 次 /d ；嘱患者出院后 2 周
进行下蹲动作训练，训练期间双手需扶有支撑物避免摔倒，每
日训练 10min ；完成训练后改完单手手扶，用足尖走路，训练
5min 后进行足跟走路。出院后 1 个月指导患者做抬腿锻炼，
患者左手扶桌边，右手向前伸展，随后抬高右腿并用脚尖踢打
右手，训练 5min 后更换另侧肢体，交替进行训练 ；出院后 2~3
个月的居家期间根据自身耐受程度循序渐进地进行功能训 
练 [3-4]。主管护士需定期进行电话随访，了解并指标患者的训
练方式，嘱患者适时返院进行复诊。

1.2.2 持续组 具体内容如下 ：
1.2.2.1 组建微信延续性护理小组 护理开展前，针对

科室内护理人员开展岗位培训教育，邀请康复科专家，针对小
组护理人员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主要培训内容包括腰椎间盘突
出症术后康复需求、康复锻炼内容，提高护理人员康复技能，可
依据自身专业知识评估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腰椎功能，
依据患者转归情况开展针对性康复指导，提高护理队伍综合素
质。明确延续性护理的开展优势、开展措施，要求护理人员熟
练掌握微信小程序，熟悉微信延续性护理开展流程，为优质护
理对策的落实奠定基础。

1.2.2.2 出院时强化健康教育 于患者出院时加强与患
者及家属沟通，告知微信延续性护理开展优势、应用价值及便
捷性 ；告知患者及家属如何正确参与微信延续性护理，确保患
者及家属知情权 ；争取患者及家属同意，预留患者联系方式，
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于出院前，针对术后康复锻炼对患者进
行必要性的普及宣教，通过分享临床成功治疗案例、临床最新
研究结果等信息，提高患者护理配合度，提高患者康复锻炼积
极性 ；出院前加强家庭宣教，向家属讲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术后康复情况、延续护理开展优势等情况，争取家属配合。在
患者居家康复时，建议家属多给予患者家庭支持，鼓励患者参
与延续护理，让患者切身感受到医务人员及家庭的关怀 ；发挥
监管机制，增加医护人员与患者家庭的沟通，建立良性反馈机
制，实时掌握患者居家康复情况，以及时调整及完善康复锻炼
措施 [5]。主管护士培训患者家属负责人，让其掌握应用知识，
便于日后对患者不良生活习惯加以监督与纠正。

1.2.2.3 建立医护患三方微信交流群，确保对患者居家
情况均所掌握与了解，及时对其日常管理进行指导 [6-7]。家庭
负责人员对患者日常活动进行管理，遇到问题及时在微信随访
群与主管护士、医生进行沟通，并解决。

1.2.2.4 主管护士、医生定时在群内发布与疾病相关的
最新知识内容，通过制作功能锻炼视频和功能锻炼图文附加文
字说明的方式为患者深入讲解功能锻炼方式，患者录制每天
锻炼视频在微信上进行打卡 [8-9]。当患者分享锻炼时心得体会
或提出疑虑时，及时进行回应与解答，纠正患者锻炼期间的不
当之处 ；医护除了给予其个性化康复建议与指导外，还要多鼓
励、肯定患者，给予患者心理支持 [10-11]。
1.3 观察指标

1.3.1 根据疗效标准将两组术后恢复效果分为优、良、尚
可、差 [12]，并计算总有效率 优 ：患者临床病症完全消失，恢复
原有生活与工作 ；良 ：患者临床病症基本改善，行为活动稍有
限制，不影响生活工作 ；尚可 : 患者临床病症有所缓解，行为活
动受到限制，对生活工作造成影响 ；差 ：以上标准均未达到甚
至加重。总有效率 =1 － ( 差的比例 )。

1.3.2 在护理前，护理后 2 个月、4 个月通过生活质量评
分调查表评估两组生活质量 主要涉及 8 个小条目，包括生理
职能、躯体角色、社会功能、生理功能，情感状况、活力、躯体疼
痛、健康状况等维度，每个维度下分设 5~10 个小问题，满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代表生活质量越好，呈正相关性 ；要求患者
自主填写问卷，确保问卷当场发放后当成回收，确保回收利用
率为 100%。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数
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以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 (x±s) 表
示，以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恢复效果

持 续 组 患 者 恢 复 总 有 效 率 为 97.50%，高 于 基 础 组 的
82.50%，P<0.05，详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恢复效果 [n(%)]

组别 优 良 尚可 差 总有效率
基础组 26 5 2 7 33（82.50）
持续组 30 6 3 1 39（97.50）

χ2 － － － － 5.000
P － － － －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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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比较两组患者生活质量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护理后 2 个月、4 个月，持续组患者生活质量优于基
础组患者，P<0.05。详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生活质量 [(x±s), 分 ]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2 个月 护理后 4 个月
基础组 45.47±2.43 58.54±3.35 70.35±4.12
持续组 45.43±2.47 67.58±3.46 85.48±4.56

t 0.073 11.872 15.571
P 0.942 0.001 0.001

3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保守治疗无效时应积极采取手术

治疗。其中，PILF 术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常用治疗措施，
虽有一定效果，但整体疗效仍不够理想 ；研究表明，术后给予
患者康复锻炼对进一步提高临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在患
者在居家期间采取相应护理以促进其快速恢复。

延续性护理又称为过渡性护理，是从院内护理延伸至患者
家庭的一种护理模式，是为确保护理持续性与协调性而制定的
一系列护理手段，在各种疾病患者护理中均可适用。电话随访
是最便捷易实施的一种随访方式，虽能起到监督效果，但对患
者功能训练动作是否标准规范的指导效果不理想。受患者认
知水平、语言表达能力等因素的影响，电话随访过程中，患者无
法正确描述机体状况，故导致医护人员无法正确掌握患者机体
状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微信已成为人们日常所需
的一种通讯工具，通过在微信群里发布生动形象的图文、视频
引起患者注意力，促进患者提高阅读兴趣，为医患沟通提供更
多途径。医护人员可通过检索临床最新文献等，分享临床治疗
案例、治疗心得，拓宽患者健康教育途径，并起到督促作用。随
着近年人们使用手机时间延长，微信延续性护理的开展具有可
行性，患者使用手机时便于实时查阅相关知讯，同时对患者存
在的疑虑可在线进行解答，使患者深入掌握护理知识，加快其
康复速度。而定期干预与指导能对患者不当之处进行纠正与
改进，进而确保功能锻炼发挥其作用 [13]。微信延续性护理主
要通过建立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方式，邀请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及家属参与，为病友之间沟通提供途径，病友之间相互沟
通，分享锻炼心得，借助共情疗法，起到互相激励的作用，可有
效改善患者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病友之间沟通可有效提高
康复锻炼信心。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腰椎的生理结构出
现障碍，造成腰椎稳定性较差，出现腰痛及复发等并发症 ；而
功能锻炼能有效维持患者的脊柱稳定性，患者坚持展开功能训
练能促进病情得到快速恢复。本文结果显示，持续组恢复总有
效率高于基础组，P<0.05。此外，本文对两组生活质量进行研
究后发现，护理前两组生活质量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 ；护
理后 2 个月、4 个月，持续组生活质量均优于基础组，P<0.05。
分析原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康复长期性，与患者自护
能力具有密切关联 ；患者通过在微信群内与其他患者交流探
讨，医护人员针对其错误行为与观念及时纠正与指导，同时嘱

家属监督患者定时进行功能训练使其早日恢复肢体功能，有助
于促进患者术后腰椎功能恢复，进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对其
早日回归社会有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 PILF 术后采用微信
延续性护理能使其快速恢复健康，护理效果较佳，同时能提高
其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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