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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对长期卧床患者深静脉血栓的预防效果 
刘方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  400010） 

摘要：目的：探讨预见性护理对长期卧床患者深静脉血栓的预防效果。方法：纳入2018年12月～2019年12月我院收治的110例长期卧床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干预方法分为研究组（n=55）和对照组（n=55）。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针对

性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开展预见性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护理干预4周后的护理效果。结果：相较于对照组，护理干预4周后，研究组深静脉

血栓形成发生率明显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于长期卧床患者应用针对性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预见性护理干预可显

著减少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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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静脉血栓形成是指深静脉腔内血液异常凝结，导致静脉管腔

被阻塞，继而引发静脉回流障碍。据有关研究报道[1]，深静脉血栓

形成多发于受到严重创伤或经手术治疗后及长期卧床的患者，其中

长期卧床患者因运动量较少，血液循环速度相对较为缓慢，可能会

因静脉血流缓滞而出现瘫痪肢体深静脉血栓。而深静脉血栓可导致

患者出现不同严重程度的慢性深静脉功能不全，存在部分严重患者

出现肺动脉栓塞，危及其生命安全。为此，本研究纳入我院收治的

110 例卧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预见性护理对长期卧床患者深

静脉血栓的预防效果，结果满意，现将分析结果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纳入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110 例长期卧床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患者护理干预前均经影像学检查无深静脉

血栓形成；患者意识清晰且认知功能正常并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

排除凝血功能异常及存在静脉血栓史患者。根据护理干预方法分为

研究组（n=55）和对照组（n=55）。其中研究组男 31 例，女 24 例；

年龄 26～75 岁，平均 61.12±3.34 岁；文化程度：小学及小学以下

18 例，初中至高中 28 例，大专至硕士 9 例；对照组男 30 例，女

25 例；年龄 26～76 岁，平均 61.39±3.68 岁；文化程度：小学及小

学以下 19 例，初中至高中 28 例，大专至硕士 8 例。两组性别、年

龄及文化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符

合研究指征。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长期卧床健康知识宣教、心理疏导等常规护理干

预，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针对性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开展

预见性护理干预。具有如下：①护理人员应用威尔森评分方法对研

究组患者进行可能引发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评估；②认知干

预。于患者入院时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深静脉血栓形成知识宣教，并

为患者及家属详细讲解日常生活习惯对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并

针对患者个体情况进行个体化护理指导，如患者应保持清淡饮食，

并营养均衡；③心理护理。护理人员应与患者积极沟通交流，以便

及时了解患者心理情绪变化，应用心理疏导方式改善患者负性心理

情绪，帮助患者树立治疗信心，积极配合治疗；④肢体功能锻炼。

长期卧床患者多存在下肢功能障碍，卧床期间应进行主动或被动行

踝泵运动（使膝关节屈曲 10～15°）等简单运动，每次 15min，至

少每日 4 次（运动量以不引起患者不适为度）；护理人员或患者家

属帮助患者按摩肢体肌肉，促进静脉血流循环，每次 20min，每日

至少 3。比较两组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情况。 

1.3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软件对本研究数据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应用

均数±标准差（x±s）描述，比较应用 t 检验；计数资料应用百分

比（%）描述，比较应用 X2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结果 

护理干预 4 周后，研究组发生深静脉血栓形成 1 例，深静脉血

栓形成发生率为 1.82%；对照组发生深静脉血栓形成 8 例，深静脉

血栓形成发生率为 14.55%；两组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情况比较，

研究组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讨论 

深静脉血栓形成是由于不良饮食或运动习惯、手术及严重创伤

等原因导致静脉血流滞缓或（和）血液长期处于高凝状态或（和）

静脉壁出现损伤等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长期卧床患者因存在完全

或不完全运动障碍，多数患者静脉血流速度缓慢，可能会引发深静

脉血栓形成[2]。本研究以常规护理干预为对照，研究针对性预防深

静脉血栓形成的预见性护理干预，结果显示，护理干预 4 周后，研

究组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针对性预防深静

脉血栓形成的预见性护理干预应用于长期卧床患者可显著减少患

者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推测可能与本研究预见性护理干预时应

用肢体功能锻炼，促进深静脉血液回流有关。也考虑评估患者个体

深静脉血栓形成危险因素，从生活各方面实施个体化护理干预，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患者血液高凝状态和静脉壁损伤出现。李宝娥[3]在

相关研究领域也发现，预见性护理在有效预防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的

同时还能明显改善患者凝血功能状况。 

综上所述，针对性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预见性护理干预应用

于长期卧床患者可显著减少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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