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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探 讨

观察重症监护室（ICU）患者采用气压治疗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
形成的效果

张露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　400000）

【摘　要】目的：对重症监护室（ICU）患者接受气压治疗后的效果及对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的影响价值进行分析。
方法：收集重症监护室（ICU）患者 116 例开展研究，时间 2019 年 9 月到 2020 年 9 月。人工按摩组（58 例）方案：人工按摩方案；
气压治疗组（58 例）方案：气压治疗方案。对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临床治疗效果满意率进行统计学研究。结果：气压治
疗组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 3.45%，相对人工按摩组 18.97% 而言更低（P<0.05）；气压治疗组临床治疗效果满意率 96.55%，
相对人工按摩组 81.03% 而言更高（P<0.05）。结论：重症监护室（ICU）患者接受气压治疗后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更低，
患者对该模式的治疗满意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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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重症监护室（ICU）患者病情较重，病程长，需要长时间卧

床接受治疗，易引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等并发症 [1]，不利于

病情快速康复。针对重症监护室（ICU）患者，临床常采用人

工按摩疗法进行预防性治疗，但效果不是很好 [2]。因此，我院

收集重症监护室（ICU）患者 116 例，开展本次研究，对重症

监护室（ICU）患者接受气压治疗后的效果及对降低下肢深静

脉血栓形成发生率的影响价值进行分析。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收集重症监护室（ICU）患者 116 例开展研究，时间 2019

年 9 月到 2020 年 9 月。人工按摩组中，患者共 58 例，男、女

性分别是 28 例和 30 例，年龄分布区间：54 岁到 79 岁，平均

（65.11±4.18）岁。气压治疗组中，患者共 58 例，男、女

性分别是 27 例和 31 例，年龄分布区间：41 岁到 79 岁，平均

（65.02±4.22）岁。

1.2 方法

人工按摩组（58 例）方案：人工按摩方案。每天为患者按

摩下肢、足踝部位，并活动双足脚趾。时间 20min~30min/ 次，

2次 /d。连续治疗 10d。

气压治疗组（58 例）方案：气压治疗。采用吉林日成空气

波压力治疗仪（型号：6000B）进行治疗，治疗前向患者开展

健康教育服务，向患者讲解压力治疗的原理、预期效果、临床

安全性以及治疗优势，让患者放心。治疗时，采取治疗模式为

间接性向心加压，连接好电源线、充气气囊、电源开关后，将

充气气囊置于患者下肢部位，关闭有伤口的气室，设置好治疗

时间后按启动键，开始气压治疗，建议 20min/ 次，2 次 /d。

确保压力在 10kp~11kpa 之间，每腔加压 10s，治疗 10d。

1.3 观察指标

（1）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

（2）临床治疗效果满意率。统计治疗满意度调查问卷发放

给患者，统计评分。若评分 80 分 ~100 分，则认为很满意；若

评分 60 分 ~79 分，则认为一般满意；若评分 0 分 ~59 分，则

认为不满意。

1.4 数据分析

软件：SPSS 22.0；计量资料表现形式：均数±标准差（行

t 检验）。计数资料（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临床治疗

效果满意率）表现形式：%（行卡方检验）。若 P<0.05，代表

差异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

气压治疗组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 3.45%，相对人工

按摩组 18.97% 而言更低（P<0.05）。见表 1。

表 1探寻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

分组 患者
（例）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例）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
（例 /%）

人工按摩组 58 11 18.97
气压治疗组 58 2 3.45

X2 值 7.0172
P 值 0.0081

2.2 临床治疗效果满意率

气压治疗组临床治疗效果满意率 96.55%，相对人工按摩组

81.03% 而言更高（P<0.05）。见表 2。

表 2探寻临床治疗效果满意率

分组 患者
（例）

很满意
（例 /%）

一般满意
（例 /%）

不满意
（例/%）

临床治疗效果
满意率（例 /%）

人工按摩组 58 33/56.90 14/24.14 11/18.97 47/81.03
气压治疗组 58 38/65.52 18/31.03 2/3.45 56/96.55

X2 值 7.0172
P 值 0.0081

3 讨论

临床研究表明 [3]，重症监护室（ICU）患者是发生下肢深

静脉血栓形成的高危人群。普通情况下，针对重症监护室（ICU）

患者，临床常采用人工按摩疗法进行治疗，以预防下肢深静脉

血栓形成，但效果不是特别明显，仍有部分患者出现了下肢深

静脉血栓形成，导致病程延长 [4]。

近年来，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在临床上的应用较为广泛，空

气波压力治疗仪能够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快速消除肢体原发性、

继发性水肿，缓解疼痛，对于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具有良

好的效果 [5]。本研究结果显示，接受气压治疗的患者下肢深静

脉血栓形成发生率、临床治疗效果满意率均明显优于人工按摩

方案（p＜ 0.05），证明气压治疗的临床效果更好。

综上所述，重症监护室（ICU）患者接受气压治疗后的下肢

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更低，对该模式的治疗满意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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