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购买的食物必须经过高温消毒方能食用；尽量吃带皮水果，

如需削皮的水果，应洗净双手及水果刀；餐具在使用前煮沸或

用微波炉消毒；及时询问患者大便情况，有无肛门坠胀感，以及

早治疗并采取措施预防肠道细菌定植腹腔引起自发性腹膜炎。

３．４　预防和及早发现消化道出血

３．４．１　饮食指导　指导患者禁止饮酒及含乙醇的饮料；对有

食道胃底静脉曲张的患者，避免食入过热、过硬、带刺及油炸食

物，粗纤维蔬菜需切碎煮烂食用，以预防食道胃底曲张静脉破

裂所致的消化道大出血。对照组采取口头宣讲方式讲解饮食

注意事项，有４人因饮食不当导致食道曲张的静脉破裂出血。

观察组采取口头和发放宣传手册的方式进行饮食指导，无１例

因饮食不当而引起消化道出血；如果没有食道胃底静脉曲张，

在饮食上就不需严格地限制，让患者能愉悦地生活。

３．４．２　观察大便情况　告知患者正常大便的颜色、性状、量及

需密切观察的重要性，如有异常请及时通知护士查看；以早期

发现其出血情况并通知医生处理。

４　结　　论

对两组患者进行不同的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在影响预

后方面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患者的预

后评分明显低于治疗之前，且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

治疗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说明责任包干制的

护理工作模式能切实加强基础护理及专科护理的落实，有效降

低重型肝炎患者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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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

椎体后凸成形术后护理干预对邻近椎体继发骨折预防作用的探讨

丁永清，陈小华

（重庆市中山医院骨科　４０００１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２６．０５２ 文献标识码：Ｃ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２６３２０３０２

　　经皮椎体成形术和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ｋｙｐｈｏｐｌａｓｔｙ，ＰＫＰ）被认为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

的有效方法。但是术后继发临近椎体骨折也不少见。根据文

献报道，术后继发骨折的发生率为１２％～５２％
［１］。对于ＰＫＰ

手术本身是否是邻近椎体继发骨折的原因还不清楚。一般认

为，低体质量指数或低体质量的患者脊柱和髋部骨折后易再次

骨折［２］，但有人认为这是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的自然病史所

致［３］，也有人认为ＰＫＰ术后局部应力改变以及术后患者活动

量增加都可能导致继发骨折［１］。该类患者需要再次手术，给患

者身心带来很大痛苦。因此，对ＰＫＰ术后邻近椎体骨折患者

的护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０３年５月至２００９年２月骨质疏松性椎体

压综合性骨折患者１７８例（Ａ组），男６３例，女１１５例，年龄

５５～７９岁，平均６５．１岁，未经正规护理干预，术后随访１５～

２２个月（平均１５．９个月）。其中，１９例患者２３个相邻椎体发

生再骨折，９例１６个间隔椎体发生再骨折，继发骨折发生率为

１５．７３％。２００６年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３月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综合

性骨折患者３４６例（Ｂ组），男１５５例，女１９１例，年龄５１～８２

岁，平均６８．６岁，经过正规护理干预，术后随访１７～２６个月（平

均１９．８个月）。其中，２９例患者３２个相邻椎体发生再骨折，１６

例１６个间隔椎体发生再骨折，继发骨折发生率为１３．０１％。两

组间继发骨折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１．２　手术方法　患者取俯卧位，局部麻醉下借助Ｃ臂Ｘ光机

的监视引导，经椎弓根入路将一定内径的导管针刺入椎体，将

非离子碘造影剂通过穿刺针注入椎体造影，观察造影剂在椎体

内的弥散情况及静脉回流情况，直接注入或经球囊扩张后注入

混有造影剂的骨水泥，使其沿着骨小梁分布至整个椎体，达到

增强椎体强度的目的。

２　护理干预

２．１　术前护理

２．１．１　心理护理　该类患者年龄大，顾虑多，心理负担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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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的期望值较高。针对患者这种矛盾心理，耐心向患者讲述

各种术前术后注意事项以及成功病例经验，介绍该手术的优

点，稳定患者的情绪，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２．１．２　术前功能锻炼　指导患者床上踝泵功能训练，主动活

动四肢关节及肌肉，以及腰背肌功能锻炼，如直腿抬高训练和

“蹬自行车”锻炼。

２．１．３　术前生活指导　（１）手术采用俯卧位，术前３ｄ指导患

者俯卧位训练，从保持０．５ｈ开始，直至保持俯卧位２ｈ。俯卧

位时，双手置于头部上方，肘关节轻度屈曲，受压部位及膝关节

处垫上适当垫料。（２）训练床上大小便。

２．１．４　术前常规准备　术前常规检查、备皮、药物过敏试验，

术前禁食１２ｈ。

２．２　术后护理

２．２．１　体位　患者术后平卧位６ｈ，以压迫止血。搬运和翻身

时应保持患者脊柱的水平位，防止局部弯曲和扭转。

２．２．２　观察重点　（１）生命体征的观察：注意血压、脉搏、呼吸

及血氧饱和度的监测。（２）伤口的观察：观察伤口有无渗血以

及渗血的量、颜色及性质，渗湿后及时更换伤口敷料，以防止感

染。（３）脊髓神经功能的观察：因骨水泥可经过不完整椎体后

壁、骨折线等进入椎管内或神经根管内渗漏，导致神经、脊髓损

伤，从而出现患者双下肢麻木、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及体征［４］。

术后６ｈ内密切观察双下肢感觉运动情况，并与术前比较。

２．２．３　术后功能锻炼　ＰＫＰ术后新发骨折容易发生在术后６

个月，尤其是前３个月，因此，术后３个月是重要时间窗，在这

段时间内要重视预防新骨折的发生［５］。术后加强腰背肌锻炼，

特别是背伸的腰背部康复运动能明显降低新骨折的发生［６］。

术后６ｈ协助患者轴线翻身，术后１２ｈ指导患者下肢肌肉锻

炼，术后２４ｈ在护士协助下戴腰围离床活动。术后１～３ｄ指

导患者行直腿抬高锻炼由３０度开始，逐渐加大幅度，每天３

次，每次２０～３０ｍｉｎ。术后４～７ｄ“蹬自行车”锻炼，以锻炼双

下肢肌肉力量。术后１周行腰肌锻炼。开始用五点式，熟练掌

握后再改为三点式，１～２周后改为飞燕式。锻炼要循序渐进，

以不疲劳为度。

２．３　健康教育

２．３．１　戒除不良生活习惯　研究表明，有陈旧或新近期骨折

患者中吸烟者骨折发生率是２４％，而不吸烟者为１４％。乙醇

可影响钙质的吸收，应劝患者戒烟限酒，限制咖啡因用量，因咖

啡因可令人体在未利用钙质前将钙质排出［７］。

２．３．２　合理饮食　骨的生长发育及健康状态的维持需要多种

营养成分，尤其是钙和维生素Ｄ。影响钙吸收的主要因素为蛋

白质、钠、咖啡因、纤维素、草酸盐以及饮食中的酸碱平衡。蔬

菜、水果所致的碱性体液环境可逆转尿中钙的流失。因此，摄

入足量钙（每天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ｍｇ）的同时，进食富含蛋白质的

饮食（钙与蛋白质的比率为２０ｍｇ∶１ｇ）和足够量的维生素Ｄ

（每天４００～８００Ｕ）是预防骨质疏松的关键。指导患者食用乳

制品、豆类、蛋黄、鱼虾、动物肝脏、海带等，并注意在烹调过程

中尽量减少钙的丢失，以获取丰富的维生素 Ｄ。注重营养均

衡，适当控制体质量。

２．３．３　日光照射　维生素Ｄ可通过皮肤的日光照射（紫外线

的作用）获得，指导患者在早上８：００～９：００到室外散步，每周

３次、每次１５ｍｉｎ的手臂及面部的阳光照射即可满足人体对维

生素Ｄ的需求。但应注意防晒霜、玻璃、大气污染可能会阻碍

皮肤对日光中紫外线的吸收。

２．３．４　适度运动　运动对骨量的增长和维持也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８］。运动疗法早已被认为是防治骨质疏松的有效措施

之一［９１２］。适当的运动可以使人体在青年时获得较高的峰骨

量，并能有效地避免或减缓老年时期的骨量丢失，而长期制动

会加速骨量丢失。运动对保持骨一生的生理强度都具有重要

意义，是预防骨质疏松，降低骨折风险的基本方法之一［１３］。应

鼓励患者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如漫步公园、打拳、做老年

体操、原地踏脚、游泳等，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渐增加运动

的时间和强度，控制运动量，根据自我感觉脉搏和呼吸频率来

衡量运动量，以运动后自我感觉良好、心情舒畅、稍有疲劳为

度，早晚各１次，每次３０ｍｉｎ。加强平衡能力训练，保持四肢活

动的协调性，但应避免剧烈的有危险的运动，减少骨折的再

发生。

２．４　出院指导　患者出院乘车时，最好取侧卧位，若条件限制

只能坐位时，必须戴腰围保护；卧位时应平仰、低枕，尽量使背

部伸直，坚持睡硬板床［１４］；起床先戴上腰围，躺下后再脱腰围；

恢复期禁止负重及弯腰，入厕用坐便器；定期门诊复查；戒除不

良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合理饮食，保证足量的钙质摄入；多做

户外运动，多晒太阳；坚持功能锻炼和适度的运动，预防意外跌

倒和损伤；继续口服抗骨质疏松药物，积极治疗导致继发性骨

质疏松的相关疾病；适当控制体质量。

３　讨　　论

经皮椎体成形术和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能有效恢复椎体

高度，增加脊柱稳定性和强度，创伤小，患者耐受性好，是短期

内治疗骨质疏松引起的椎体压缩骨折有效可行的方法。而

ＰＫＰ术后局部应力改变、患者活动量增加以及低体质量或老

年患者伴有骨质疏松，都可能导致继发骨折的发生。充分的术

前准备和术后的严密观察，尤其是全面的健康教育和出院指导

是手术成功的保障，也是预防继发骨折的有效措施，能有效减

轻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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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充填方式效果对比［狀（％）］

组别 狀 恰填 超填 欠填 存在过量糊剂 牙胶尖稀疏 术后疼痛 暗影消退

治疗组 ９０ ８０（８８．９） ５（４．４） ６（６．７） ２（２．２２） 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２２（２４．４４）

对照组 ９０ ６０（６６．７） １９（２１．１） １１（１２．２） ８（８．８９） ５（５．５６） ６（６．６７） ８（８．８９）

　　：犘＜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

表２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狀（％）］

组别 狀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９０ ７８（８６．７） ８（８．８９） ４（４．４） ８６（９５．６）

对照组 ９０ ６２（６８．９） １４（１５．６） １４（１５．６） ７６（８４．４）

　　：犘＜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

３　讨　　论

有研究显示传统冷牙胶侧方加压技术对于Ｃ形根管的充

填效果并不理想［５６］。传统冷牙胶侧方加压技术存在形变能力

及侧方加压强度差等缺点，充填后主副牙胶尖之间、牙胶尖与

根管壁存有间隙，增加充填后微渗漏发生率［７］。热牙胶技术具

有流动性好，易渗透入侧、副根管、根管壁的牙本质小管及根管

系统，根尖封闭性能较好等优点。可先用适合的主牙胶尖置于

根管，根尖封闭准确，并通过加热装置对主牙胶尖进行冠根持

续加热、加压。本组资料中，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表明热牙胶技术既具备

冷侧压法控制主尖防止根尖超充的优点，又具备了热牙胶垂直

加压根管充填严密的优点，可明显提高治疗效果。

良好的根管充填应追求尽可能多的牙胶充填，以及尽可能

少的糊剂存在。本组资料中在热牙胶垂直加压技术中无１例

发生充填稀疏的情形，显示出该技术在Ｃ型根管充填方面的

优势明显。而侧方加压技术有８例出现大量的糊剂，５例出现

了牙胶尖稀疏的情形。上述充填的缺陷主要发生在根尖区域

以及根管融合的峡区，这些区域也是侧方加压技术难以充填的

不规则区域，对该结构的有效充填一直是Ｃ形根管的治疗难

点。对于侧方加压技术而言，侧压器难于在该区域进行放置是

对于充填效果影响最大的因素，也是导致峡区充填牙胶尖稀疏

的主要原因［３，８］。术后的疼痛可能由多重因素所导致，例如器

械对于根尖的刺激、药物刺激、根尖病原物未能除尽等因

素［９１０］。在本实验当中，所有的患者均采用了超声根管冲洗，

能够在根尖的药物以及病原物的刺激方面有效降低。在根尖

暗影消退的方面，侧方加压组存在１例根尖暗影于第３个月复

查时无明显消退迹象。但此例患者在术后并未发生其他的不

适，其可能的原因是根尖暗影的消退过程通常需要６个月甚至

更长时间方能发生。

综上所述，热牙胶垂直加压充填技术是一种技术含量高，

充填效果好的充填方法，特别是对于复杂或弯曲的根管系统，

更能体现其优越性。

参考文献：

［１］ 张健，葛久禹，孙卫斌．Ｍｔｗｏ镍钛器械的研究进展［Ｊ］．国

际口腔医学杂志，２００９，３６（５）：６０７６０９．

［２］ 浦艳．连续波加高温牙胶热塑注射根管充填术与冷牙胶

加压根管充填术的临床疗效对比［Ｊ］．现代医药卫生，

２０１０，２６（２４）：３７４３３７４４．

［３］ 石巧云，镇荣军，杜霞，等．ＧｕｔｔａＦｌｏｗ流动牙胶根管充填

与侧方加压充填的临床比较［Ｊ］．临床口腔医学杂志，

２０１０，２６（６）：３６８３６９．

［４］ 王世明，张成飞，段成钢，等．不同冲洗方法与机用镍钛锉

结合应用对根管壁的清洁作用［Ｊ］．现代口腔医学杂志，

２００９，５（１７）：４１９．

［５］ 徐琼，樊明文，范兵．葡萄糖定量分析根管微渗漏模型的

建立［Ｊ］．现代口腔医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７（３）：２１５．

［６］ ＴｓａｉＣ，ＨａｙｅｓＣ，ＴａｙｌｏｒＧＷ．Ｇｌｙｃｅｍ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ｙｐｅ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ＵＳａｄｕｌ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ｅｎｔＯｒ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１０，３０

（３）：１８２１８６．

［７］ 范兵，樊明文．根管治疗疗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Ｊ］．口腔

医学研究，２００８，２４（１）：１３．

［８］ 张婷婷，苏勤．ＯｂｔｕｒａⅡ高温热塑牙胶注射充填的研究进

展［Ｊ］．国际口腔医学杂志，２００８，４（３５）：１７２１７４．

［９］ 李洪洋，钟丽芳．氧化锆全瓷冠对患牙牙周组织的影响

［Ｊ］．中国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９（１２）：１０２８１０２９．

［１０］李小杰，刘向辉．前牙镍铬合金烤瓷冠与二氧化锆全瓷冠

修复的临床应用比较［Ｊ］．淮海医药，２０１１，２９（５）：３７９

３８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６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０２）

（上接第３２０４页）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Ｊ］．ＣｌｉｎＧｅｒｉａｔｒＭｅｄ，２００３，１９（２）：３９５４１４．

［９］ ＭａｒｃｕｓＲ．Ｒｏｌｅｏｆ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ｏｓ

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Ｊ］．ＲｈｅｕｍＤｉｓＣｌｉｎＮｏｅｔｈＡｍ，２００１，２７（１）：

１３１１４１．

［１０］Ｓｉｎａｋｉ Ｍ．Ｎｏ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ｆａｌｌ

ｐｒｅｂ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ｏｌ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ＣｌｉｎＧｅｒｉａｔｒ

Ｍｅｄ，２００３，１９（２）：３３７３５９．

［１１］ＴｏｄｄＪＡ，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ＲＪ．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ａｎｄｅｘｅｒｃｉｓａ［Ｊ］．Ｊ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Ｍｅｄ，２００３，１９（９３２）：３２０３２３．

［１２］ＶｅｎｔｈＲＴ．Ｒｏｌ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ｂ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Ｊ］．Ｚ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０２，４０

（Ｓｕｐｐｌ１）：６２６７．

［１３］赵广寓，陈林．齐书春．运动与骨质疏松［Ｊ］．中国现代药

物应用，２００７，１（９）：７３．

［１４］王淑丽．骨质疏松的运动疗法［Ｊ］．糖尿病天地，２００８，２

（１）：６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２）

８０２３ 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９月第４２卷第２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