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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手术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护理干预

王雅楠

( 晋城大医院骨三科，山西  晋城  048006)

摘要：目的  阐述对骨科手术患者做下肢深静脉血栓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  实验对象选择于 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6 月，在此区间挑选骨科外伤手术治疗病患共计 60 名。顺应信封法将对象平均分组，即常规组与实

验组，每组 30 名。前者执行常规护理干预、后者执行常规护理上的下肢深静脉血栓预防护理措施，随之比较

DVT 出现率、护理满意度、住院情况、护理 4d 后排便情况。结果  实验组中对象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 (DVT)
概率明显高于常规组，同时实验组中对象护理满意度统计数值明显高于常规组，结果比较 P<0.05。实验组中对

象的住院情况明显优于常规组，同时实验组中对象的排便情况相较于常规组明显恢复情况更佳，结果统计差异

P<0.05。结论  下肢深静脉学血栓发生于骨科手术患者预后阶段中只有实施针对性护理，可提升治疗有效率同

时防止 DVT 发生，医学研究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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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Intervention of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paedic Surgery

WANG Ya-nan

(Third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Jincheng University Hospital, Jincheng Shanxi 048006)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nursing patients with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after orthopedic surgery. Methods  The subjects were selected from September 2019 to 
June 2020.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orthopaedic trauma were selected in this interval.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30 participants in each group. The former 
carried out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latter carried out preventive nursing measures for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 routine nursing. Then, the incidence of DVT, nursing satisfaction, 
hospitalization and defecation after 4 days of nursing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robability of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 statistical value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Results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P<0.05. Conclusion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occurred in the prognosis stage of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paedic surgery. Only targeted nursing can improve the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and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DVT, which has high medical research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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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下肢深静脉血栓 (DVT) 也是外科手术治疗下

病患常见的不良反应，通常表现为下肢温度提高、

肢体肿胀和温度提升等，严重情况下对象深静脉血

栓的栓子若是缺漏脱落，会直接导致病患发生肺、

脑栓塞甚至临床猝死 [1]。对于一些实施髋关节置

换术、膝关节置换术、腰椎融合术等骨科大手术的

患者而言，其在术后需要长时间卧床修养，而修养

期间患者的下肢肌肉会长期处于松弛状态，进而导

致血流滞缓；如果患者是因为骨折碎片、局部挫伤

或感染等因素影响而出现下肢静脉壁损伤，亦或者

是因为创伤、休克、手术，以及长期使用激索等因素

导致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则都可能增加患者出现下

肢深静脉血栓的几率。由此可见，在对骨科手术患

者实施护理的过程中，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出现

极为关键，需要护理人员能够熟知下肢深静脉血栓

的危险因素及护理对策，进而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干

预，最终实现促进患者康复的护理目标 [2]。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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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便主要针对骨科手术患者的下肢深静脉情

况做对应护理的实际治疗情况，详情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项目研究时间段为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

在此区间挑选骨科外伤手术病患共计 60 名。据临

床人员统计，此次实验统计患病人群以青、中年人

为主，按照护理方式不同设立常规组与实验组，每

组 30 名对象。其中常规组为接受常规护理者，实

验组为增加接受下肢深静脉血栓护理者。所有对

象中途未有退出者和去世者，患者疾病诊断按照

2018 年中国骨科外伤防治指南，对其疾病进行临

床诊断符合临床治疗指征。

常规组男 15 例、女 15 例，年龄 20-53 岁，平均 

(37.8±2.9) 岁，致病原因：切割伤、跌落伤、压伤、交通

损伤例数分别为 10 例、5 例、4 例、11 例。实验组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 21-55 岁，平均 (38.0±3.0) 岁，

致病原因：切割伤、跌落伤、压伤、交通损伤例数分别

为 12 例、3 例、5 例、10 例。基线资料统计验证可见

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作为实验基线资料。

1.2　纳入和排除方式

1.2.1　纳入条件

(1) 患者骨科症状具有临床手术治疗指征；(2)

统计资料已经通过伦理委员会批注实施；(3) 治疗

过程中未有中途脱离实验者。

1.2.2　排除要点

(1) 患 有 凝 血 功 能 障 碍 者；(2) 长 期 处 于 昏 迷

状态或精神呈病理性改变者；(3) 合并恶性肿瘤基

础病。

1.3　方法

常规组：对患者在其手术治疗的围术期中，为患

者制定手术治疗方案同时配合步骤完成基本护理维

护，展开常规药物护理。积极找寻患者发生下肢深

静脉血栓的要点，同时有目的性的消除血栓带来的

影响或是前瞻新预防血栓的发生。做好健康宣教工

作，告知患者其之所以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主要

原因，讲述在术前、术后的各种早期准备治疗活动和

康复训练方式，尤其针对高危患者如吸烟患者、高危

人群、水肿、心血管疾病者，开展讲座为对象讲解各

种知识点，让所有责任护士皆能掌握基本护理技巧。

实验组：在常规护理措施实施基础上着重提

升 DVT 的针对性护理：①开展风险评估。在患者

入院后第一时间为患者做好基本信息登记、生活作

息讲解、检查凝血功能和所有血常规项目，详细了

解用药史和过敏史、家族史等。对接受手术治疗

的患者尤其 DVT 病人施以关注并为其讲解临床资

料，注意对需要特别观测的项目标注护理，从而防

护管理。②病情观察。骨伤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

的 48h 之内，护理人员应在术后的 2-4h 间隔时间

下检测一次患者的生命体征，以此反应病情变化，

注意观察患者的患肢皮肤颜色、温度、有无肿胀、

疼痛等情况，并且观察患者足背动脉搏动情况，同

时结合患者的病情状况检测患肢周直径，同时和健

侧的肢体进行对比分析，观察对象的恢复情况同时

做好相关记录，若有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医师做好

相关处理工作。③药物护理。骨科患者在接受手

术治疗后对象体内含有的抗凝作用物质会相对减

少，加上手术带来的血管创伤会间接损伤内膜中覆

盖的肝素造成的影响，此时无法恢复血小板本身带

有的黏附作用，故而护理人员应按照医嘱在可规定

时间内摄入适量低分子肝素，同时按照个体状况调

整剂量，最终发挥抗凝作用。④当患者回到病房后

观察是否恢复清醒状态，然后使用足底静脉泵进行

干预，包裹住病患足部调节充气带形成的脉压参数

为 130mmHg，每天两次每次半小时共计实施一周，

使用期间记得检查病患的足弓脉冲感受性，脚套的

松紧度和适应性。在长期我卧床输液治疗过程中

不可重复选择同一种静脉，留置针的使用应着重观

察刺激性药物使用中的反应，保护下肢静脉可用热

敷护理。尽早开展功能锻炼让不同患病程度的对

象能接受个体差异性的护理，循序渐进的完成主动

训练，比如在患者可能进行简单活动的时候，指导

患者抬高下肢，以此减轻血流滞缓问题，促使下肢

水肿得到缓解。同时，在此期间需要告知患者及技

术不要在其膝下垫枕，主要是为了避免对血液回流

产生影响。注意，在引导患者实施康复训练的过程

中，应该依据不同手术类型合理选择活动下肢的方

式，常见的有抬高下肢的运动、足踝的主动运动，

以此保持肌张力，活动强度可一点点加大。对于一

些暂时无法活动的患者，需要做好下肢保暖工作，

比如热敷等，也要定期予以患者肢体按摩，比如下

肢股四头肌按摩等，以此促进血液循环。只有照顾

下肢和关节的各种运动结合肢体按摩，让局部血液

循环状态渐渐恢复正常才能减少下肢出现 DVT 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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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观察内容

同种类型病患在手术治疗下，按照护理方式的

不同从而分成常规组与实验组，在此基础上比较两

组 DVT 出现率、护理满意度、住院情况、护理 4d 后

排便情况。

1.5　数据统计

利用统计学 SPSS 21.0 软件展开分析数据，检

测结果则用 (n%)、c2 值共同分析；计量资料采使

用 ( ±s)、t 值检验标准，计算得出 P<0.05 则数据

差异有统计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对象 DVT 出现率统计

常规组与实验组分别开展不同护理措施后，

对每组间 30 名对象展开统计实验，可见——常规

组中超声检查阳性 4 例、下肢肿痛 2 例、腓肠肌压

痛 1 例，总发生率 23.3%。而实验组中超声检查阳

性 0 例、下肢肿痛 1 例、腓肠肌压痛 0 例，总发生率

3.3%。实验组中 DVT 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结

果比较 c2=5.192，统计显示 P<0.05。

2.2　组间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与 2.1 实验项目数据一致，统计下显示，常规

组中对象对护理工作满意性分析显示非常满意 11

例、一般满意 9 例、不满意 10 例，总满意度 66.7%；

实验组中非常满意 16 例、一般满意 12 例、不满意

2 例，总满意度 93.3%。显示可见，常规组中对象

满意性评价得出相比实验组较差，方差结果比较

c2=6.666，统计显示 P<0.05。

2.3　组间患者住院情况对比

经分析下可间常规组中对象住院时间(26.3±3.8)d、 

健康疾病知晓 (72.3±6.1) 分；而实验组中对象的住院

时间 (20.4±3.1)d、健康疾病知晓 (86.1±5.2) 分。可见，

实验组中患者的住院质量明显高于常规组，组间数据

分析比较 T=6.590、9.430，显示 P<0.05 差异有统计意义。

2.4　组间护理 4d 后排便情况对比

常规组中对象 4d 后自主排便率低于实验组，

同样借助药物排便率高于实验组，统计结果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护理 4d 后排便情况统计 [n(%)，n=30]
组别 4d 自然排便率 4d 药物排便率

常规组 8(26.7) 22(73.3)

实验组 21(70.0) 9(30.0)

c2 值 11.279

P 值 <0.05

3　讨论

骨科中的患者多数情况较难以处理，而且出血

表现较多，在接诊时发现有 60% 以上的病人伴随

着脑部受损和脾脏破损等伴随性外伤，故而在院治

疗时间非常长。患者需要长期在院进行初步治疗，

相较于其他疾病在床上制动时间也相对较长，因此

下肢发生深静脉血栓的概率相对较高。从根本上

说，深静脉血栓 (DVT) 属于人长期处于静止状态下

血流运动较为缓慢进而造成的不正常凝结，深处下

肢静脉逐渐遭受堵塞最后形成静脉腔的静脉回流

受阻 [3-4]。此项并发症的发生尤其在下肢 DVT 骨

科手术中发生率很高，病理性、生理性特征变化明

显，若是未能及时做出对应护理操作干预可能无法

及时预防肺栓塞、肢体坏死等症状的发生，对后续

的生活和运动健康均会带来一定影响。基于此，本

实验研究也重点面对骨科手术进行针对性 DVT 护

理的实施与指导，以此完成“早预防、早诊断、早治

疗”的疾病维护原则，对基本护理做好强化干预对

病人从多角度展开静脉壁血栓的预防，尽早纠正血

液高凝状态以此推动静脉加速回流，尽可能的减少

DVT 带来的机体损害 [5-6]。

结果所见，实验组中对象排便情况相对更佳且

住院情况优于常规组，实验组中对象护理满意度明

显高于常规组，但常规组的 DVT 发生率相对较高，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在对

骨科手术患者实施护理的过程中，将患者作为护理

服务中心，基于患者的实际情况为其提供全方位、

高质量的护理服务，能够增强临床护理效果，以及

降低患者术后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几率。在次

过程中，通过对患者及家属实施健康教育以及心理

护理，可提高患者对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了解，确保

其能够更好地配合预防护理工作；通过为患者营造

良好地修养环境，能够将其外界因素对患者的影

响，促进其康复速度；通过合理功能锻炼，可有效促

进患者血液回流，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综上所述，骨科患者的下肢深静脉护理工作能

尽早帮助对象恢复，减轻 DVT 带来的影响，值得推

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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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观察组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动脉血氧分压指标

数据高与对照组，二氧化碳分压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的切开置管

时间、ICU 停留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组间数据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综上所述，气道护理对重症监护室脑出血患者

产生的积极影响比较明显，获取到的整体效果比较

明显，能提升患者的术后安全度，在临床治疗中，获

取到的效果比较明显，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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