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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模式对颈椎病术后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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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模式在颈椎病患者术后护理中对治疗依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

选取
#&$-

年
0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

例颈椎病患者作为常规组!

#&$.

年
$&

月至
#&$(

年
0

月

该院收治的
.#

例颈椎病患者作为干预组%常规组行常规护理!干预组行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模式护理!对

比
#

组患者护理前后治疗依从性&生活质量&抑郁情绪变化%结果
!

干预组戴颈托&科学用枕&合理饮食&坚持

运动和正确服药依从性均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干预组护理后生理功能&躯体疼痛&生理

职能&总体健康&生命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评分均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干预组护理后抑郁自评量表"

,+,

$评分低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马斯洛需要层次论

护理模式应用于颈椎病患者术后护理效果明显!可有效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改善生活质量和抑郁情绪!值得

推广%

关键词"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模式#

!

颈椎病#

!

治疗依从性#

!

生活质量#

!

抑郁

中图法分类号"

3-($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

"

#&$6

$

&*"$0-#"&0

!!

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

提出#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包括特殊需要和基本需要

两大方面#其中基本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

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及自我实现需要'

$"0

(

)随着现

代社会快速发展#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理念已经被应用

于临床护理中#通过依据人的心理*生理*精神*文化

等多方面的需要#提供最佳的护理措施'

-

(

)颈椎病具

有反复发作*渐进发展等特点#患者常出现不能自理

的现象#对患者生活及工作带来严重影响'

.

(

)而常规

护理常常忽视患者的需要对其术后康复的重要影响#

因此护理效果不佳)为探讨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模

式在颈椎病患者术后护理中对治疗依从性*生活质量的

影响效果#本研究选取
.#

例颈椎病患者给予马斯洛需

要层次论护理模式护理#并与另外
.#

例接受常规护理

的颈椎病患者进行对比#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0

月至
#&$.

年
*

月本

院收治的
.#

例颈椎病患者作为常规组#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0

月本院收治的
.#

例颈椎病患者作

为干预组)常规组男
#6

例#女
#-

例%年龄
0*

#

(&

岁#平均$

.#%'*Z(%6.

&岁%疾病类型包括交感神经型

$-

例#神经根型
#&

例#脊髓型
$$

例#混合型
(

例%文

化程度包括小学
$-

例#初中
##

例#高中
$&

例#大专

及以上
'

例)干预组中男
#*

例#女
#0

例%年龄
-&

#

($

岁#平均$

.#%6(Z(%*0

&岁%疾病类型包括交感神经

型
$.

例#神经根型
$*

例#脊髓型
$#

例#混合型
'

例%

文化程度包括小学
$.

例#初中
#$

例#高中
$$

例#大

专及以上
.

例)纳入标准!$

$

&所有患者均经本院骨

科检查确诊为颈椎病%$

#

&能与他人沟通者%$

0

&意识

清醒者%$

-

&无手术禁忌证者%$

.

&家属签署同意书者)

排除标准!$

$

&精神异常者%$

#

&服用抗焦虑等特殊药

物者%$

0

&不愿研究者%$

-

&具有其他严重疾病者)

#

组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

有可比性)

$%/

!

护理方法

$%/%$

!

常规组
!

常规组行常规护理!医护人员术前

向患者介绍手术方法及术后护理方法#以提高其对疾

病和治疗方法的认知#取得理解与配合)耐心与患者

沟通#评估其心理情况#若出现心理问题及时给予心

理护理#出院后给予生活中的指导)

$%/%/

!

干预组
!

干预组行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模

式)$

$

&生理需要的护理)

1

身体需要)待患者手术

结束返回病房后#医护人员利用颈托固定其颈部#去

枕平卧#颈部进行沙袋制动#

'@

后#帮助其沿着轴线

翻身#确保躯干*颈*头在头一侧)术后
-B

内为水肿

高峰期#医护人员建议患者多喝水#传授其有效排痰

的方法以促进痰液排出#并给予雾化吸入治疗#稀释

痰液*预防呼吸道水肿)医护人员在回房
#-@

内实施

严格监护#监测患者呼吸*脉搏*心电图*血氧饱和度

以及血压#观察其手术区敷料渗液*渗血情况#及时更

换敷料#避免切口感染%确保引流管通畅#检查引流液

的性状*色和量)若患者引流液量大*颜色清亮#且敷

料处有黄色液体渗出#说明发生脑脊液外漏#立即向

医师报告%若患者
#-@

引流液量
%

#&&GN

#说明有活

动性出血)待患者麻醉清醒后#评估其肌力*感觉和

运动情况#并观察有无失声*嘶哑等症状发生)

2

病

室环境需要)医护人员保持室内温度适宜*空气清

醒#确保白天光线充足#通风良好#夜晚避免对患者睡

眠产生干扰)

3

饮食护理需要)医护人员术后
'@

内

禁止患者喝水进食#

'@

后可进流食#若
#-@

后无不

适症状可进半流质食物#并静脉补充营养#逐渐过渡

至高维生素*高蛋白*易消化的食物)鼓励患者少食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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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JQ;BVC)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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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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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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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餐#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避免刺激*辛辣的食物#

努力改正其不良饮食习惯#尽可能满足其需求)

4

疼

痛护理)医护人员倾听患者倾诉#分析其疼痛的原

因#采取适宜的缓解疼痛的方法)指导患者保持舒适

体位#在各项护理前详细说明护理内容#合理运用心

理护理措施#如深呼吸*听音乐*交谈等#分散其注意

力)$

#

&安全需要的护理)由于部分患者经济状况不

佳#担心手术费用及手术效果#医护人员及时向其说

明手术情况*治疗方案等#增强信心)寻找患者心理

出现问题的原因#耐心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增强安全

感)多数患者术后渴望他人的支持和关注#医护人员

积极与其沟通#鼓励其表达内心想法#及时解决存在

的问题#鼓励家属多给予关爱#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

0

&尊重需要的护理)医护人员坚持尊重患者的原

则#护理开始前与家属做好沟通与协商#取得同意后

方可开始治疗)护理过程中#多与患者沟通#取得其

信任与配合#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保护其隐私#促使

其感受到家的温暖)由于患者在住院期间易出现无

助感和孤独感#医护人员尽可能给予其关心#取得家

属*朋友*社会等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消除其顾虑#

增强其归属感)$

-

&自我实现需要的护理)医护人员

在护理过程中#尽量适应患者习惯#满足其爱好#促使

其积极参与护理决策中#满足对自我实现的需求)若

患者早期恢复情况良好#医护人员应进行相应的功能

锻炼#提高其恢复能力#如术后
#-@

后可佩戴颈托进

行下床活动#实施四肢锻炼)锻炼过程中应遵循循序

渐进的原则)出院前及时开展出院指导#叮嘱患者固

定颈托
0

个月#每日坚持进行上下肢和颈部的锻炼#

睡眠时选择适宜的体位#纠正其在日常生活中颈*肩

的不良姿势#叮嘱其预防颈肩部受凉并定期回院复

诊)$

.

&特殊需要的护理)医护人员依据患者性格特

点*社会需求*家庭环境等因素#满足其不同的特殊需

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正确评估特殊需要#提出

相应的护理措施)

$%'

!

观察指标
!

#

组患者均接受护理
0

个月后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

&治疗依从性#记录
#

组科学

用枕*戴颈托*合理饮食*坚持运动及正确服药情况)

$

#

&生活质量#运用生活质量量表$

,T"0'

&对
#

组患者

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进行评分#共
0'

个条目#包含生理

功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生命活力*社会功能*情感

职能*精神健康等
6

个维度#分数越高说明生活质量

越高'

'

(

)$

0

&抑郁情绪#运用抑郁自评量表$

,+,

&对
#

组护理前后抑郁情绪评分#共
#&

个条目#采取
-

级评

分制)

.0

#

'#

分为轻度抑郁#

'0

#

(#

分为中度抑

郁#

%

(#

分为重度抑郁'

(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及统计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ZD

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A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治疗依从性对比
!

干预组戴颈托率*科

学用枕率*合理饮食率*坚持运动率和正确服药率均明

显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治疗依从性对比&

)

#

Y

$'

组别
)

戴颈托 科学用枕 合理饮食 坚持运动 正确服药

常规组
.# 0*

$

(.%&&

&

0(

$

($%$.

&

0'

$

'*%#0

&

06

$

(0%&6

&

0.

$

'(%0$

&

干预组
.# -*

$

*-%#0

&

-6

$

*#%0$

&

-.

$

6'%.-

&

-6

$

*#%0$

&

-(

$

*&%06

&

!

#

.%*60 (%(*# -%.## .%--# '%*('

! &%&$- &%&&. &%&00 &%&#& &%&&6

/%/

!

#

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对比
!

干预组护理

后生理功能*躯体疼痛*生理职能*总体健康*生命活

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评分均高于常规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对比#

/ZD

(分$

因子
护理前

常规组$

)2.#

& 干预组$

)2.#

&

A !

护理后

常规组$

)2.#

& 干预组$

)2.#

&

A !

生理功能
#$%#&Z#%$( #$%(#Z#%&# $%#'. &%#&* ##%-0Z#%*# #.%((Z#%-& '%0(# &%&&&

躯体疼痛
-%&-Z&%$( -%$(Z$%#' &%(0( &%-'0 .%&0Z$%#* '%0$Z$%00 -%*6# &%&&&

生理职能
#%'(Z&%*( #%6$Z&%6$ &%(** &%-#' '%.-Z$%#$ (%60Z&%*' '%&#0 &%&&&

总体健康
$$%$-Z0%0- $$%6$Z0%-0 $%&&* &%0$. $#%0*Z0%$6 $-%**Z#%'& -%.'- &%&&&

生命活力
$$%&*Z$%$- $$%0$Z&%6* $%&*( &%#(. $#%'-Z$%$$ $-%-6Z$%#6 (%60$ &%&&&

社会功能
.%0-Z$%&* .%#0Z$%&. &%.#- &%'&$ .%*6Z$%$0 '%(*Z&%*0 0%**$ &%&&&

情感职能
0%6.Z$%$' 0%((Z$%#. &%006 &%(0' -%0.Z$%&0 .%$'Z$%#* 0%.06 &%&&$

精神健康
$0%-(Z$%$0 $0%'.Z$%0& &%(.- &%-.0 $.%&$Z$%-$ $'%**Z$%.0 '%6'# &%&&&

表
0

!!

#

组患者护理前后抑郁情绪对比#

/ZD

(分$

组别
)

护理前 护理后
A !

常规组
.# '.%*6Z6%$& .#%(0Z'%** 6%*0& &%&&&

干预组
.# ''%&'Z6%0# -$%$(Z'%0. $(%$-* &%&&&

A &%&.& 6%6#(

! &%*'$ &%&&&

/%'

!

护理前后抑郁情绪对比
!

干预组护理后
,+,

评

分低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0

)

'

!

讨
!!

论

'%$

!

实施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模式对颈椎病患者

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

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是一种

+

0-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JQ;BVC)9

!

Q?

H

#&$6

!

W8C%$.

!

18%*



坚持.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以患者为主#充分给予

其尊重与理解#详细了解其诊疗情况*病情*心理及生

理需求#以患者角度考虑治疗方向和内容#调整治疗

措施#为其提供身体*心理*社会等多方面的支持'

6"*

(

)

通过实施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使临床护理具有连

续性和层次性#相比于以往的护理更加整体化和人性

化)医护人员通过在治疗过程中增强患者满足感*信

任感和安全感#促进家属和患者主动配合治疗与护

理#不仅提高了医疗护理质量#而且对护患满意度具

有积极意义'

$&

(

)此外#通过帮助患者建立并维持和谐

的家庭氛围#提供社会支持#增加其归属感#促使其参

与护理活动#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极大地提高了

治疗依从性)本研究中#干预组治疗依从性情况明显

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也证实了

实施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模式对颈椎病患者治疗

依从性的积极影响)

'%/

!

实施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模式对颈椎病患者

生活质量的影响
!

通过实施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

模式#医护人员鼓励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以积极的

态度应对治疗#并帮助其应对体力改变#在最短时间

内投入至新的社会活动和角色中#以实现自我价值)

为了避免部分家庭经济较差的患者无法承担手术治

疗费用#从而产生悲观*抑郁情绪#影响治疗效果#医

护人员应耐心说明手术情况#尽可能发动社会支持向

其提供经济帮助#帮助患者减轻负担*增强信心'

$$

(

)

此外#医护人员在术后护理中主动与患者交流#鼓励

其说出内心感受#与家属及时探讨#解决患者问题并

建议家属多给关心与照顾#使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从而改善生活质量)在本研究中#干预组护理后生活

质量情况明显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也证实了实施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模式对

颈椎病患者生活质量的积极影响)

'%'

!

实施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模式对颈椎病患者

抑郁情绪的影响
!

颈椎病患者的康复效果与心理状

况密不可分#有效的心理干预配合医疗措施可消除患

者由于疾病功能障碍或者疼痛引发的抑郁*紧张等不

良情绪#促进其身心全面康复'

$#

(

)医护人员了解患者

内心想法#满足其各方面需要#通过赞赏*鼓舞等方式

提供心理护理#增强其积极健康行为#促使其尽最大

努力康复#并开始与护理人员咨询进一步生活知识)

通过实施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模式#使患者正确面

对疾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积极配合治疗#从而改

善抑郁情绪)在本研究中#干预组护理后抑郁情绪明

显轻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也证实

了实施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模式对颈椎病患者抑

郁情绪的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护理模式应用于颈

椎病患者术后护理效果明显#可有效提高患者治疗依

从性#改善生活质量和抑郁情绪#值得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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