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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静脉血栓在临床属于长时间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而发

病原因主要是因为患者静脉血流出现滞缓、静脉壁出现损伤以及

静脉血液呈现出高凝状态而引发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在临床上的

主要症状则是以下肢肿胀、下肢疼痛、浅静脉怒张等为主。有效

的护理干预对于患者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可谓是意义非常，所以

本文也就康复护理干预在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了如下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一共 22 例，患者均为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下肢静脉血栓患者，其中男其中男 11 女 11，最小

年龄 34，最大年龄78，平均年龄53，其中左下肢发病人数15，右

下肢发病人数 4，双下肢发病人数 3 人。将本次收治患者随机分

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11 例，两组一般资料对比 P ＞ 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如常规药物治疗、按医嘱展开护

理、环境护理等等。观察组则进行康复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1）心理护理。加强与患者的交流，告知患者病情以及如何

护理治疗，及时解答患者疑问，通过有效心理疏导与干预来缓解

患者不良情绪，从而促进患者静脉血栓的康复；另外，加强饮食

指导，确保高蛋白质、高维生素食物的摄入。

（2）行为指导。指导患者保持正确的行为习惯，帮助其尽早

下床活动，若不能下床活动则可以在患者卧床期间帮助患者活动

其双腿，同时指导患者以翻身等动作来为之后活动奠定基础；另

外，指导展开股四头肌锻炼，动作则以等长收缩为主，一天可以

进行2次；最后也可以抬高患者腿部，从最开始的20cm逐渐增加；

应用医用弹力袜来促进患者康复。

（3）按摩护理。康复护理期间做好按摩护理工作，如展开足

底按摩等。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下肢静脉血栓治疗效果进行对比观察，按照相关

标准评定为显效、有效与无效。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对照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为72.72%，明显低于观察组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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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组间对比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详情见

下表 1。

3  讨论

下肢静脉血栓在临床上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静脉血管壁损

伤、静脉血流变缓、血液高凝等均有可能会引发这一并发症，而

且通常还是两种亦或者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而引发的血栓形成。

康复护理在临床上属于较为常用的护理方式，其主要是在护理过

程中对患者展开有效的康复帮助、锻炼与活动，从而提高患者下

肢静脉血栓治愈效果、缩短患者康复时间，并且有效减少患者伤

残与其他并发症的发生概率。相较于其他护理方式而言，康复护

理可以说是以患者为中心，而展开的针对性康复护理方案，护理

人员会结合患者实际来设计出具体的康复方案，这样就能有效促

进患者康复。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为

72.72%，明显低于观察组患者的 100.00%，组间对比数据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这一结果表明，康复护理干预在下肢静

脉血栓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较佳，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下肢静脉血

栓患者在进行康复护理的时候，护理人员展开了心理护理、饮食

护理、行为指导以及按摩护理，这能进一步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促

进患者下肢尽快得以康复，所以康复护理的观察组患者最终护理

效果才高于常规护理的对照组。

综上所述，康复护理干预在下肢静脉血栓患者护理之中的应

用效果显著，能够有效促进患者康复、提高临床护理效果，值得

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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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对照组 11 4 4

观察组 11 9 2

P值 -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3 72.72

0 100.00 

<0.05

表1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