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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应用性格色彩特征对胸腰椎体骨折患者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价

荣
!

元'

!孙红霞'

!王淑勉(

#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北院骨一科!乌鲁木齐
.),,,,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医院骨二科!乌鲁木齐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应用性格色彩特征对胸腰椎体骨折患者健康教育的效果%方法
!

将
.,

例进行胸腰椎体骨折治疗的患者

按随机数字表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

例!观察组对胸腰椎体骨折患者进行性格色彩特征健康教育!而对照组使用传统教

育方法%观察两组患者疾病认知&健康行为&生活质量&满意度和人体测量学指标变化%结果
!

观察组在疾病认知及健康行为方

面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为
09+-5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9+-5

#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患

者#观察组患者在进行健康教育后生活质量各方面得分都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对胸腰椎骨折

患者进行性格色彩特征认知教育!能够加强患者对自身性格色彩特征的认知!对自身行为负责!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关键词"性格色彩特征#

!

胸腰椎体骨折#

!

健康教育

!"#

!

$%&'()(

"

*

&+,,-&$)./0(122&/%$)&$(&%'S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0*--

"

(,'/

$

'0=(90-=,)

!!

胸腰椎骨折是目前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脊柱损伤#且主要常

见于老年群体中'

'

(

)它是指由于外力造成胸腰椎骨质连续性

的破坏'

(

(

)对胸腰椎体骨折患者常采用的治疗方法有保守治

疗和手术治疗'

)

(

#但胸腰椎骨折患者常出现合并神经功能损

伤#或合并其他脏器损伤'

*

(

#这为治疗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挑

战#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

-

(

)性格色彩

$

4Z&

&将人的性格分为红+蓝+黄+绿
*

种类型#不同色彩的性

格具备了不同的特点)教会个体认识自身
4Z&

的优势和劣

势)利用不同性格特征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效果#患者

的性格特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对医院给予的常规指

导及相关知识教育的接受程度及服从情况#从而影响患者的治

疗效果#本文旨在探讨
4Z&

特征对胸腰椎体骨折患者进行健

康教育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治疗的

.,

例胸腰椎体骨折患者#年龄
*

#

.,

岁#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

例)观察组患者平均$

*0+-h

0+(

&岁#其中男
(-

例#女
'-

例%对照组患者平均$

/0+'h'0+.

&

岁#其中男
)'

例#女
0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方面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无其他

病史%患者及其家人知情并签署书面同意书%具有辨别是非能

力者)排除标准!存在精神障碍者%病情严重#存在意识障碍或

其他特殊情况无法配合完成本研究者)

$+/

!

方法
!

观察组!安排医护人员或成立专门随访小组对患

者进行检查和记录#让其对
4Z&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并且通过

测试找到自己对应的色彩#使患者对自身有一个较为清楚+准

确的认知)评估患者
4Z&

!由经过
4Z&

培训合格的护士对观

察组患者应用
4Z&

心理测试问卷进行
4Z&

分析'

*

(

#确定患者

的
4Z&

)

4Z&

心理测试问卷共
),

小题#每题
*

个备选答案#

选出
'

个认为与自己最为符合的答案#得出各选项的总分确定

患者红+黄+蓝+绿
4Z&

特征)每周开展一次讲座#根据患者

4Z&

的不同#采用个体讲授或集体互动的方法#利用性格差

异+优劣互补配对分组等方法进行健康教育具体情况见表
'

)

多与患者进行沟通#及时掌握患者的身体状况信息#了解患者

的生理及心理需求#对患者所表现出来的生理或心理状况进行

指导并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必要时进行一对一指导%将每

次活动后的结果进行记录#确保患者对所讲内容完全掌握%每

月开展一次联谊活动#加强医生与患者+家人的交流#促进患者

的康复)对照组!仅对患者给予常规指导及相关知识教育#不

安排专门人员对其进行定期随访活动%仅进行常规性检查和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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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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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内容#不采取一对一指导方式%不采用其他干预措施)

表
'

!!

基于
4Z&

的个体化培训教育

性格分型 性格特点 教育方法 随访频率

红色
积极#乐观#善于交际#喜欢被关注#注意力集中性

差

强调注重规则#安排其进行演示#随时表扬褒奖#集

体互动与蓝色搭档

-1'

次#电话随访

培训

蓝色
消极#悲观#执行能力强#喜欢深入的相处关系#对

人负责

强调要求的合理性#培训内容调理清晰#适时表扬

肯定#纠正错误时坦诚交流#建立默契的朋友关系

',1'

次#电话随访

培训

黄色
目的性强#喜欢制定规则#复杂问题简单化#具有领

导力

强调规则重要性#培训内容需合情理#安排领导职

责#予以信任与尊重

'

周
'

次#电话随访

培训

绿色
害怕违反规则#懒散无法达到规则要求#只求平和

稳定#安于现状

详尽讲解规则#制定短期目标#对其表示期待和信

任并鼓励#与黄色搭档

'

周
(

次#电话随访

培训

$+'

!

评价指标
!

观察两组患者的疾病认知及健康行为得分+

生活质量+满意度和人体测量学指标)人体测量学指标包括体

质量指数+腰围+血压+身高和体质量)健康行为和疾病认知评

估采用,自我管理行为量表-#该量表分为健康行为+健康状态+

疾病认知+生活质量和自我效能
-

个维度#共
--

个条目#根据

本研究需要仅选取了该量表中健康行为和疾病认知
(

个维度#

共
(,

个条目)健康行为维度选取治疗行为和饮食行
(

个方

面%疾病认知维度包括疾病认知和自我保健
(

个方面)量表采

用
-

级评分制#每个条目为
,

#

*

分#得分越高#自我管理能力

越强)生活质量评价采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包括承受

压力+社会关系+营养状况+运动状况及自我实现
-

项内容#

--

个条目#每个条目
'

#

*

分#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高)满意度调

查!对患者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包括对医护人员服务态度的

评价+对医护人员提供的用药指导的评价及对于病情控制的帮

助等内容#由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
*

个等级组

成#统计分析时非常满意与满意人数之和所占参与人数的比例

即为满意度)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及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用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用
Kh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A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疾病认知及健康行为方面得分比较
!

观察组患者在疾病

认知及健康行为方面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疾病认知及健康行为方面比较%

KhD

)分&

组别
,

疾病认知 健康行为

观察组
*, ).+'-h*+'0 )(+*-h/+'(

对照组
*, )(+.-h)+'0 (9+'/h-+)/

A (+(9- (+,,-

! ,+,(* ,+,*9

/+/

!

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

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各个方面

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KhD

)分&

组别
A

承受压力 社会关系 营养状况 运动状况 自我实现

观察组
*, )*+-'h)+)* )-+*,h)+0) (.+'9h)+90 (-+*-h)+-, )(+/(h*+''

对照组
*, ('+9.h(+. ((+('h)+( '0+-,h)+,9 '.+)9h(+-' (,+),h)+'-

A (+(,0 (+(9- (+',) (+,,- (+'-9

! ,+,), ,+,(* ,+,*' ,+,*9 ,+,)/

/+'

!

人体测量学指标比较
!

观察组患者在进行健康教育后的

人体测量学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人体测量学指标比较%

KhD

&

组别
,

体质量指数

$

P

E

"

N

(

&

腰围$

IN

&

血压$

NNa

E

&

收缩压 舒张压

观察组
*, ('+0/h)+-- ./+9h0+*( '(.+)0h,+*- 9.+)'h-+)-

对照组
*, ()+/.h(+*- ..+-h.+)- '(9+)/h,+*. 9/+('h-+('

A (+'*' (+(0/ (+(9) (+'-/

! ,+,). ,+,(, ,+,() ,+,)9

/+1

!

满意度对比
!

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

!:,+,*)

&#见表
-

)

表
-

!!

满意度对比$

,

%

5

&'

组别
,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 )/

$

0,+,

&

)

$

9+-

&

'

$

(+-

&

,

$

,+,

&

)0

$

09+-

&

对照组
*, (-

$

/(+-

&

(

$

-+,

&

''

$

(9+-

&

(

$

-+,

&

(9

$

/9+-

&

'

!

讨
!!

论

!!

4Z&

将人的性格分为红+蓝+黄+绿
*

种类型#针对不同性

格的患者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能够使患者对自身性格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认知)本文旨在通过
4Z&

特征对胸腰椎体骨折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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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健康教育#对患者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使患者能

够受到更好的治疗#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胸腰椎体骨折患者通过
4Z&

特征

进行健康教育后#在疾病认知及健康行为方面的得分均高于对

照组患者#这表明对患者进行
4Z&

教育能够促进患者与人们

的沟通#弥补了传统教育治疗的不足#使患者在内心获得了极

大的满足感#对自身的情况有一个较为清楚和准确的认知'

/

(

#

加快了患者的康复进程#能够对自身行为负责#主动地去接受

知识'

9

(

%在生活质量评分的对比中#观察组患者在进行健康教

育后的每个指标都明显高于对照组#这表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

质量高于对照组患者#也就是说通过对患者进行
4Z&

教育能

够针对患者不同的性格特征进行治疗#展现出患者的优势#增

强患者的自信心#保持心情愉悦#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提

升患者自身的幸福度#这也与国内的某些相关研究相一致'

.

(

%

两组患者人体测量学指标的比较中可以发现#观察组患者在进

行健康教育后的每个指标都明显高于对照组#这说明采用

4Z&

教育对胸腰椎骨折患者的治疗更优于传统意义上的治

疗#它能够对患者采取针对性的教育#这与曹春艳等'

0

(的研究

结果一致#延缓了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使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疗#

促进病情的康复'

',

(

%在满意度的对比中#进行
4Z&

教育的观

察组患者的满意度为
09+-5

#而采用传统教育的对照组患者

满意度仅为
/9+-5

#明显低于观察组#这表明对胸腰椎骨折患

者进行
4Z&

教育可以加强与护理人员的交流#及时了解患者

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对患者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

(

)

综上所述#对胸腰椎骨折患者进行
4Z&

教育#能够在多方

面受益#增加患者的信任#提升了服务质量#对传统意义上教育

的弊端有了较大的改善#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是本研究

也存在研究病例数较少的缺陷#不免在研究过程和结论上存在

一定的片面性#这都需要进一步加大病例的研究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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