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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一证一品”护理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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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构建腰椎间盘突出症“一证一品”护理方案并在临床中应用，探

讨腰椎间盘突出症“一证一品”护理方案临床实践效果。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循

证护理、临床试验研究等方法，构建腰椎间盘突出症“一证一品”护理方案，选取

2018年 1月—2019年 12月在本院骨伤中心住院的 132例腰椎间盘突出症且选择保

守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 2018年 1月—12月收治的 66例患者纳入对照组，

采用常规护理；将 2019年 1月—12月收治 66例患者纳入观察组，采用“一证一品”

护理方案。对 2组疼痛症状缓解程度、健康教育知晓情况、患者满意度、便秘发生

程度共 4个维度进行评价。结果 观察组 63例和对照组 62例患者完成研究。与

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疼痛症状缓解程度、便秘发生程度均降低（P＜0. 01），健康教育

知晓程度和满意度均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结论 构建腰椎间盘突

出症“一证一品”护理方案并在临床中应用，能有效降低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

症状和便秘发生风险，提高健康教育知晓率和住院服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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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One Syndrome and One Product" nursing program in
clinical practice，and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 of "one syndrome and one product" nursing pro⁃
gram in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LDH）. Method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evi⁃
dence-based nursing，clinical trial study and other methods，the nursing program of "One Syn⁃
drome and One Product" for LDH was constructed. Totally 66 LDH patients with hospital admis⁃
sion date between January and December 2018 and treated by conservative therapy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other 66 LDH patients with hospital admission date between January and
December 2019 and s treated by conservative therapy were includ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
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during hospitalization，and those in the obse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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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group received "one syndrome and one product" nursing program. The degree of pain relief，
awareness of health education，degree of satisfaction and severity of constipation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3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4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failed to follow 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degree of
pain relief and severity of constip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P<
0. 01），and the awareness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in⁃
creased（P<0. 01）. Conclusion The nursing program of "one syndrome and one product" is po⁃
tentially effective to reduce the degree of pain symptoms and incidence of constipation，improve
patient awareness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degree of satisfaction in LDH patients.
KEY WORDS： lumbar disc herniation； nursing programe；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constipation；disease awareness

为进一步充分发挥中医护理的特色与优势，

提高中医护理品质，2017年在北京市中医局的领

导下，北京市中医护理能力提升办公室组织开展

了“一证一品”专科护理示范病房建设项目工作，

依托“十二五”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以提升中医护

理服务内涵为核心，紧密结合临床实践和社会需

求，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坚持重点专科发挥中

医护理特色优势的主体地位，提升中医护理服务

能力，深化优质护理内涵，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

提高患者的住院服务满意度。医院通过在骨伤中

心建立具有中医特色的优势病种“一证一品”骨科

专科护理示范病房，形成以腰椎间盘突出症等骨

科优势病种“一证一品”护理方案，提升骨科专科、

专病的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具有中医特色骨科专

科护理服务品牌。

腰椎间盘突出症作为骨科常见疾病，发病趋

势年轻化，以 20～50岁的中青年多见，发病率正

在逐年上升。腰椎间盘突出症病程长、时轻时重、

反复发作，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正常工作及生活质

量［1］。骨伤中心组织骨伤专家构建腰椎间盘突出

症“一证一品”护理方案，并在临床上推广应用，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现将腰椎间盘突出症“一证一

品”护理方案的构建及应用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年 1月—2019年 12月在本院骨伤

中心住院的 132例腰椎间盘突出症且选择保守治

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入院顺序，将 2018
年 1月—12月收治的患者设为对照组，其中男 27
例，女 39例；年龄 18～60岁，平均（43. 56±8. 79）
岁；将 2019 年 1月—12 月收治的患者设为观察

组，其中男 25例，女 41例；年龄 18～60岁，平均

（40. 13±9. 24）岁。2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 05）。

1. 2 方法

1. 2. 1 腰椎间盘突出症“一证一品”护理方案的

构建

1. 2. 1. 1 组织管理：骨伤中心成立“一证一品”骨

科专科护理示范病房专项管理小组，组长由骨伤

中心主任、护理部主任担任，副组长由科护士长担

任，组员由科室骨干医生、护士担任。组长定期召

开相关会仪，定期督导检查；副组长负责组织相关

内容培训，质量评价及反馈；组员负责具体方案的

实施。

1. 2. 1. 2建设理念：发挥中医护理的特色与优势，

深化中医护理专科专业内涵建设，骨伤中心“一证

一品”专科护理示范病房建设理念围绕着骨伤专

科护理、中医人文关怀等方面，专科护理包括制定

骨伤专科优势病种的“一证一品”护理方案等，中

医人文关怀包括营造中医人文氛围，运用中医药

非药物疗法，注重患者情志护理等，促进患者快速

康复，提升患者满意度。

1. 2. 1. 3 护理方案制定：组织骨伤医疗及护理专

家，围绕着病症结合、中医药与中医护理结合的方

式构建护理方案，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

“22个专业 95个病种中医诊疗方案”及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颁布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护理方

案”，在此基础上广泛检索文献、制定文献纳入与

排除标准，并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整理出有关腰

椎间盘突出症辨证施护的证据，从中医护理角度

分为辨证施术（中医护理适宜技术）、辨证施食、辨

证施教（包含生活起居、情志护理、康复保健等）。

开展德尔菲专家咨询，请专家结合中医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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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可实践性等方面对各证型的施护内容

进行综合评价，最终形成腰椎间盘突出症“一证一

品”护理方案及实施效果质量评价量表。

1. 2. 2 腰椎间盘突出症“一证一品”护理方案的

临床应用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一证一

品”护理方案。患者入院后，医护人员进行入院介

绍、常规评估、专科评估、协助患者完善相关化验

检查等。讲解病因病机，介绍腰椎间盘突出症“一

证一品”护理方案。根据腰椎间盘突出症不同的

证型及患者的症状给予辨症施护、辨证施术、辨证

施膳、辨证施教、辨证施养。

1.2.2.1辨症施护：根据不同的症状进行施护。

1.2.2.2辨证施术：根据不同的症状选取中医技术，

在运用中医技术时不同的证型选取不同的穴位，

如耳穴贴压技术，主穴：腰骶椎、交感、坐骨神经，

血瘀气滞证配穴选取肝、胰胆，手法采取对压法。

湿热痹阻证配穴选取脾、三焦，手法采取直压法。

1.2.2.3辨证施膳：根据不同的证型给予饮食指导，

血瘀气滞证饮食宜选用行气活血化瘀之品，如黑

木耳、金针菇、桃仁等，食疗方：醋拌木耳、代茶饮：

山楂菊花茶、玫瑰花茶等；湿热痹阻证宜选用清热

利湿通络之品，如丝瓜、冬瓜、赤小豆等，食疗方：

薏仁红豆粥、代茶饮：玉米须茶等。

1.2.2.4辨证施教：根据不同的证型给予居住环境、

生活习惯、功能锻炼等健康宣教。

1.2.2.5辨证施养：患者出院时根据证型给予保健

养生指导，血瘀气滞证患者常常表现情绪急躁，运

用宁神静志疗法，让患者保持情绪稳定；采用五音

疗法，常用曲目养心（《紫竹调》）、肝（《胡笳十八

拍》）等，湿热痹阻证的患者常常表现性情忧郁，指

导患者保持乐观积极的情绪，肾（《梅花三弄》）脾

（《十面埋伏》）、肺（《阳春白雪》）等，帮助患者舒缓

情志，疏通气机。

1. 3 观察指标

科室制定腰椎间盘突出症质量评价量表，评

价指标包括疼痛症状缓解程度、健康教育知晓程

度、患者满意度、便秘发生程度共 4个维度。①患

者疼痛症状缓解程度：采用数字评分法，0～1分
代表无痛、2～4分代表轻度疼痛、5～6分代表中

度疼痛、7～10分代表重度疼痛；②患者健康教育

知晓情况：采用住院患者健康教育知晓率调查表

进行评价，包括 14个条目，8～14分为知晓度好，5
～7分为知晓度一般，0～4分为知晓度差；③患者

满意度：采用患者满意度调查表进行评价，包括

12个条目，9～12分为满意，5～8分为较满意，＜5
分为不满意；④便秘发生程度：采用便秘患者症状

自评量表进行评价，包括 12个条目，37～48分为

非常严重，25～36分为严重，13～24分为中等程

度，1～12分为轻微，0分无症状。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 0软件，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 ± s）描述，2组间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描述，

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 α=0. 05，P＜0. 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脱落 2例，因违背研究方案剔除 1例，

共完成63例；对照组脱落1例，因违背研究方案剔

除 3例，共完成 62例。对 2组干预效果进行评价，

观察组疼痛症状缓解程度和便秘发生程度较对照

组轻，健康教育知晓程度和满意度较对照组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见表1。

3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属中医学“腰痛”、“腰腿痛”

等范畴，古医书中也早有类似症状的表述，《医学

也悟》记载：“腰痛拘急，牵引腿足”；《诸病源候论》

关于“腰痛”的论述：“凡腰痛有五：一曰少阴，少阴

申也，月万物阳气伤，是痛。二曰风痹，风寒着腰，

是以痛。三曰肾虚，役用伤肾，是以痛。四曰坠堕

伤腰，是以痛。五曰寝卧湿地，是以痛。”由此可见

历代医家普遍认为此病病位为腰腿部，多由肾虚

所致，因感受风、寒、湿邪或跌拌闪挫发病。在治

疗上，中医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手段以针推、

穴位注射、中药熏蒸、穴位贴敷、中医正骨等诸多

表1 2组干预效果评价［n（%）］

组别

对照组

（n=62）
观察组

（n=63）
t

P

疼痛症状

缓解程度

2. 16±1. 13

1. 44±0. 88
3. 978
0. 001

健康教育

知晓程度

6. 79±0. 67

9. 85±0. 87
22. 006
＜0. 001

满意度

5. 40±0. 67

8. 44±0. 87
21. 863
＜0. 001

便秘

发生程度

31. 87±8. 66

18. 72±7. 65
9. 001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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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外治法配合辨证中药内服多见［2］。

辨证施护是中医护理的精髓，也是指导中医

临床护理的基本原则［3］，辨证施护是从整体观出

发，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收集患者有关疾病发

生、发展的信息，进行整理、分析、综合，辨明病因、

病机和病位，判断为何种性质的证，从而完成护理

程序的过程，是开展中医临床护理的主要依据，涉

及中医护理技术的应用、饮食护理、健康教育

等［4］。研究［5-7］显示辨证施护能够有效减轻疼痛、

改善患者的腰椎功能、提高临床疗效、降低复发率

等。本研究通过组织骨伤专家，运用德尔菲法构

建腰椎间盘突出症“一证一品”护理方案并在临床

上应用，根据腰椎间盘突出症不同的证型及患者

的症状给予辨症施护、辨证施术、辨证施膳、辨证

施教、辨证施养及营造中医人文氛围，运用中医药

非药物疗法，注重患者情志护理，旨在减轻疼痛、

改善患者的腰椎功能。“一证一品”既是疾病的一

种护理护理模式又是打造具有专科特色的护理品

质的方法，既包括专科护理又有中医辨证施护，为

患者提供能符合其本身疾病特点及个体心理需求

的个性化护理［8-9］。“一证一品”是以循证护理为基

础，以辨证施护为主线，实现专科疾病的优质护理

护理品牌，为每一种疾病患者提供最佳的护理服

务流程和护理方案，即将循证护理和优质护理相

结合，为患者提供高品质的专科护理服务。

本研究结果显示，构建腰椎间盘突出症“一证

一品”护理方案，能有效降低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疼痛症状和便秘发生程度，同时还能提高患者健

康教育知晓率和住院服务满意度。目前，针对腰

椎间盘突出症临床护理及相关优势病种中医护理

方案的研究数量较多，但文献质量尚待提高，且辨

证施护的具体措施缺乏系统性，因此，腰椎间盘突

出症“一证一品”护理方案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有

待进一步临床应用及完善。建议通过文献分析、

循证护理、临床试验研究等方法，系统整理辨证施

护措施，进一步完善腰椎间盘突出症“一证一品”

护理方案及其临床应用，充分发挥中医护理的特

色与优势，提升骨科专科、专病的综合服务能力，

提高患者的住院服务满意度，打造具有中医特色

骨科专科护理服务品牌。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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