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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干预对预防多发伤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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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对护理干预方式进行应用，从而对其干预控制下肢深静脉血栓风险的效果进行评定。方法：通过选取在我科治疗的

患者，其中患者数量为 64 例，这些患者是在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基础上参与研究。通过将患者分为普通组和观察组，对于普通组来说男 20

例，女 12 例。对于观察组来说，其中男 18 例，女 14 例。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值为 56.8±3.2 岁，对于普通组来说采用常规护理的方式，

对于观察组来说采用循证护理的方式。结果：通过对比，普通组的血栓发生率为 15.62％，观察组的血栓发生率为 6.24％。普通组的血栓发

生率高于观察组。结论：通过比对发现，循证护理在现阶段的血栓风险控制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效果，同时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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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深静脉血栓[1]作为创伤外科中的一种常见并发症，通过相

关研究发现，对于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的患者来说其中发生概率为

30%左右，对于恶性肿瘤的患者中的治疗来说其发生概率为 25%左

右[2]。本文通过运用护理干预进行效果评价，从而对于其中风险形

成的具体效果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将患者进行分组，随后通过对患

者的相关参数进行比对，对于患者的不良事件，例如延迟苏醒概率

进行比对。在此之上还要进行患者静脉血栓发生概率的关注。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通过选取在我科治疗的患者，其中患者数量为 64 例，这些患

者是在知情同意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参加。通过将患者分为普通

组和观察组，对于普通组来说男 20 例，女 12 例。对于观察组来说，

其中男 18 例，女 14 例。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值为 56.8±3.2 岁。

对于这 64 名患者来说，其中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原生病症主体

为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患者。对于普通组来说，其中由三种

病症造成患者血栓风险的比例为 12:8:12，对于观察组来说患者三种

病症造成患者血栓风险的比率为 10:8:14。通过对比，两组患者的相

关参数没有较大差异。 

1.2 方法 

1.2.1 普通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措施。 

1.2.2 观察组 

在常规护理措施的基础上进行循证护理。第一，进行相关多发

伤术后问题的提出。方法如下：通过进行护理小组的组成，其小组

内成员应具有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通过对患者血栓相关原因进行

总结，并采用正确的方式进行深静脉血栓的问题预防。第二，进行

深静脉血栓发生原因的找寻，通过进行相关文献探究，并对其进行

有效预防。第三，根据文献中的资料进行整体护理对策的制定。通

过进行患者的深静脉血栓的分析，并采用流行病学的方式进行评

价，对资料方式收集的真实性进行评价，对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护理

对策进行制定。第四，对于当前的患者深静脉血栓的评估包括患者

的受伤程度、生活习惯及自身的疾病特征，随后针对自身特点制定

个性化的措施。第五，对于不同病症的患者应给与不同的预防措施。

处于低危症状的患者应给予基础的措施，中危患者给予物理和基本

预防，高危患者应在二者的基础上加上药物预防。基础预防包括健

康教育，通过进行运动及相关活动的指导，并采用功能锻炼[3]的形

式在此基础上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物理措施主要是通过进行弹力袜

等相关加压装置的制定，其中通过 1 天 2 次进行治疗。药物主要包

含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液等多种药物治疗。 

1.3 观察指标 

通过对下肢血栓控制护理满意度进行效果分析，除此之外，对

相关手术状况进行分析，还包含血栓的术中术后发生情况。 

2.结果

2.1 通过对普通组和观察组血栓发生情况对比，其中普通组在

术中发生血栓的人数为 2 例，其术中血栓发生率为 6.25％。对于观

察组在术中发生血栓的人数为 1 例，其血栓发生率为 3.12％。普通

组在术后发生血栓的人数为 3 例，其术后血栓发生率为 9.37％。对

于观察组在术后发生血栓的人数为 1 例，其血栓发生率为 3.12％。

通过对比，普通组的血栓发生率为 15.62％，观察组的血栓发生率

为 6.24％。普通组的血栓发生率高于观察组。 

表 1  普通组和观察组血栓发生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术中发生血栓 术后发生血栓 发生率 

普通组 32 2（6.25） 3（9.37） 15.62 

观察组 32 1（3.12） 1（3.12） 6.24 

3.讨论
下肢深静脉血栓其临床特征为患者下肢水肿同时发生色素沉

着现象，严重时还可能导致郁滞性溃疡[4]等后遗症。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患者的下肢深静脉血栓主

要是由于血液出现异常凝结，治疗不及时将会导致下肢回流受阻从

而发生肿胀现象，在血液进入机体的修复过程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临床表现为肿胀甚至还会出现行走不便的现象。通过研究表明，下

肢深静脉血栓的主要形成原因是，机体的静脉壁受损伤同时还出现

血流缓慢现象。对于患者长期来说，其经常会导致血流淤滞，出现

血流缓慢的现象。下肢深静脉血栓其临床危害为引发肺栓塞，主要

原因是有血栓脱落引起的血回流现象，在血回流为肺动脉时引发肺

栓塞。肺栓塞作为一种严重的并发症，其经常会导致患者猝死。由

于下肢深静脉血栓经常会出现血栓脱落，术后的两周是血栓脱落的

高发期，因此，应对其进行及时护理，由于血栓发作引起的肢体肿

胀，从而导致皮肤增厚，在皮肤变黑的情况下形成慢性溃疡，严重

影响患者的工作。 

经相关研究证实，循证护理作为现阶段一种新型护理理念，通

过进行临床实践，此种方式能够对护理人员进行护理方式的正确应

用，在明确了解患者的需求及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增加了整体护理方

式的科学性，同时整体护理效果更为优良。 

综上所述，采用循证护理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下肢深静

脉血栓形成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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