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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健康状况在人们日益增强的健康意识的作用下

得到了广泛关注[1]。多种因素诱发的交感及副交感神经失调会

在社会工作环境的影响下发生，过重的压力会对人们的生活

质量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2，3]。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回顾性选取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6 月本院门诊受检者

2330 例。纳入标准：淤均具有齐全的病历资料；于均具有良好

的依从性。排除标准：淤有精神疾病；于有意识障碍。其中，男

性 936 名（40.17%），女性 1394 名（59.83%），年龄 10耀87 岁，平

均年龄（48.33依8.42）岁。在年龄分布情况方面，10耀30 岁 793
例 （34.03%），31耀50 岁 946 例 （40.60%），51耀70 岁 517 例

（22.19%），71耀87 岁 74 例（3.18%）。

2.2 方法

受检者静坐 15 分钟后，在一间安静及温暖的独立检测室

内采用英国达盛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4D-2000 精神及心脏血管

健康检测仪，连续测量 5 分钟心电变化，记录正常窦性心搏数

据，使用设备自带分析软件进行时域和频域法 HRV 计算，并

得出受检者精神压力数值分析。

2.3 观察指标

不同性别受检者精神压力；不同性别、年龄受检者亚健康

患病情况；受检者精神压力分析及亚健康的影响因素[4]。

2.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0，计量资料用（x+s）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率表示，用 字2 检验；检验水准 琢=0.05。
3 结果

3.1 不同性别受检者精神压力比较

2330 例受检者中，男性受检者的自主神经系统活性显著

高于女性受检者（P约0.05），自主神经系统平衡度、身体压力、

精神压力、疲劳指数、压力指数均显著低于女性受检者（P约
0.05），具体如图 1耀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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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性别受检者精神压力（压力指数）

图 5 不同性别受检者精神压力（抗压能力） 图 6 不同性别受检者精神压力（疲劳指数）

图 2 不同性别受检者精神压力（自主精神系统平衡度）

图 3 不同性别受检者精神压力（身体压力）

3.2 不同性别、年龄受检者亚健康患病情况比较

31耀50 岁、51耀70 岁、71耀87 岁男性受检者亚健康患病率均

显著高于女性受检者（P约0.05），但 10耀30 岁男性和女性受检者

亚健康患病率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跃0.05）；10耀30 岁、31耀50 岁、

51耀70 岁男性受检者亚健康患病率逐渐升高（P约0.05），女性受

图 1 不同性别受检者精神压力（自主精神系统活性）

图 4 不同性别受检者精神压力（精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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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性别、年龄受检者亚健康患病情况比较

表 2 受检者精神压力分析及亚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性别 年龄

10耀30 岁

（n=793）
31耀50 岁

（n=946）
51耀70 岁

（n=517）
71耀87 岁

（n=74）
男性

（n=936） 381 526 349 46
女性

（n=1394） 410 420 168 28

例

性别 影响因素 精神压力 t P
男性 情绪变化 一般 7.560 约0.05
女性 正常 6.920 约0.05
男性 过量吸烟 已有障碍或血管老化 6.030 约0.05
女性 血管开始老化 5.250 约0.05
男性 运动少 极差 3.080 约0.05
女性 差 2.640 约0.05
男性 失业 极差 2.650 约0.05
女性 一般 3.020 约0.05

检者亚健康患病率逐渐降低（P约0.05），具体如表 1 所示。

3.3 受检者精神压力分析及亚健康的影响因素

分析

受检者精神压力分析及亚健康的影响因素包括情绪变

化、过量吸烟、运动少、失业（P约0.05），具体如表 2 所示。

4 结语

本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受检者的自主神经系统活性显著

高于女性受检者，自主神经系统平衡度、身体压力、精神压力、

疲劳指数度、压力指数均显著低于女性受检者。31耀50 岁、51耀
70 岁、71耀87 岁男性受检者的亚健康患病率均显著高于女性

受检者；10耀30 岁、31耀50 岁、51耀70 岁男性受检者的亚健康患

病率逐渐升高，女性受检者的亚健康患病率逐渐降低。受检者

的精神压力分析及亚健康的影响因素包括情绪变化、过量吸

烟、运动少、失业，说明精神压力是亚健康的一个影响因素，具

体包括情绪变化、过量吸烟、运动少、失业，应该积极采取有针

对性的防范措施对亚健康问题进行改善，将相关疾病发生率

降到最低。具体为准确评估压力，积极应对压力，将压力与健

康的防治相关知识传授给受检者，将疾病防治知识讲解给受

检者，督促其将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起来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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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疼痛是外科术后主要的生理应激反应，不但影响术

后舒适度，而且还会延迟术后康复时间，降低患者术后康复依

从性。本研究中除了镇痛药止痛外，还联合采用音乐疗法进行

止痛，有效激发人体特殊的情感体验，刺激中枢神经功能，进

而提高止痛效果，减少镇痛药用量；术后为患者制订阶梯式康

复锻炼计划，通过循序渐进的功能锻炼，有效确保锻炼安全性，

避免椎体不稳、肌肉劳损等的发生；术后通过穴位贴敷达到活

路经脉、调节气血的功效，进而加快胃肠功能恢复速度，通过合

理膳食，促进排便，避免排便时过度用腰而导致病情复发。

5 结语

综上所述，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微创手术治疗时辅

以联合式康复护理干预，能够有效缓解腰腿痛症状，改善腰椎

功能，提高康复疗效，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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