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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优质护理干预预防骨科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效果
孙春燕

（德州市人民医院  山东  德州  253000）

【摘　要】目的：探究优质护理干预预防骨科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效果。方法：2018 年 8 月 -2020 年 7 月，开展骨科术后下
肢深静脉血栓预防护理探究工作，样本源自本院骨科手术患者，随机选取并按顺序编号，1-78，抽签法平分 2组，设定为对照组
和试验组，分别给予常规护理和优质护理，统计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评估患者对护理的满意程度。结果：试验组下肢深静脉
血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0.05；试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在骨科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预防护理中，
优质护理干预预防效果突出，患者更为满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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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患者多需接受手术治疗，目前手术技术不断发展，创
伤小且术后恢复快，更利于患者肢体功能恢复，但是通常骨科
手术患者术后需卧床休息，肢体缺乏常规训练，血液流速减缓，
容易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严重影响患者身体健康状况，不利
于预后恢复 [1-2]。因此针对骨科手术患者，采取有效的护理干
预措施意义重大啊，以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为主要目的，
但是具体预防措施尚无统一规定，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探究
了优质护理干预预防骨科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8 年 8 月 -2020 年 7 月，开展骨科术后下肢深静脉血

栓预防护理探究工作，样本源自本院骨科手术患者，随机选取
并按顺序编号，1-78，抽签法平分 2 组，设定为对照组和试
验组。对照组中男性 22 例，女性 17 例，年龄 20-72 岁，平均
（46.13±4.03）岁，疾病类型：股骨头坏死 12 例，股骨颈骨
折 15 例，股骨干骨折 12 例；试验组中男性 24 例，女性 15 例，
年龄 21-71 岁，平均（46.76±4.11）岁，疾病类型：股骨头
坏死 13 例，股骨颈骨折 16 例，股骨干骨折 10 例。上述资料，
组间均衡性理想，可比。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 常规护理，护理人员监测患者术后恢复情况，评估

患者肢体功能状态，做好记录工作，监测患者下肢皮肤状态，
定期监测血流量情况，一旦出现异常及时上报医生；

试验组 优质护理，措施：（1）饮食干预，护理人员评估
患者营养状况，根据患者术后恢复需求制定饮食方案，叮嘱患
者增加维生素和纤维的摄入量，控制热量、胆固醇、糖分和食
盐摄入量，同时重视维持正常血脂水平，以20%脂肪摄入量为宜，
确保血液循环处于正常状态；（2）强化术后基础护理，术后
护理人员指导患者使用抗凝药物，密切观察术后 24h 患者肢体
痛感情况，监测静脉血液回流情况，并记录肿胀情况，做好应
急处理方案；（3）康复训练，观察患者麻醉恢复情况，待其
意识清醒后，指导患者进行踝泵运动，护理人员在一旁进行详
细指导，同时观察患者下肢是否出现异常情况，一旦出现异常
不得过度活动；（4）心理干预，护理人员与患者交流，拉近
与患者距离，评估患者可能存在的负性情绪，结合患者实际情
况予以疏导，对于担忧预后肢体功能恢复情况的患者，护理人
员做好成功案例分享工作，同时进行认知干预，说明下肢深静
脉血栓出现的危害，引起患者重视，并进行有效疏导，引导患
者接受音乐疗法或芳香疗法，促使其达到放松状态，预防紧张、
担忧或焦虑等情绪。

1.3 观察指标
（1）统计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2）护理满意度，采

取调查问卷评估方式，由科室负责人制定问卷，评估患者对服
务态度、技巧、预防措施等满意情况，0-100 分评分，制定评
估标准：91-100 分：非常满意；61-90 分：满意；0-60 分：不
满意，满意度 =非常满意率 +满意率 [3-4]。

1.4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软件：SPSS24.0；计数资料： x ±s，t 检验；统计
学意义指标：P＜ 0.05。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12 例数 男 /女 年龄 疾病类型
股骨头坏死 股骨颈骨折 股骨干骨折

试验组 39 24/15 46.76±4.11 13 16 10
对照组 39 22/17 46.13±4.03 12 15 12

2χ /t -- 0.212 0.774 0.059
P -- 0.645 0.441 0.808

2.2 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
试验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 0.05，详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发生 未发生 发生率
试验组 39 1（2.56） 38（97.44） 1（2.56）
对照组 39 6（15.38） 31（84.62） 6（15.38）

2χ -- -- -- 3.924
P -- -- -- 0.048

2.3 护理满意度
试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详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39 21（53.85） 16（41.03） 2（5.12） 37（94.88）
对照组 39 18（46.15） 13（33.34） 8（20.51） 31（79.49）

2χ -- -- -- 4.129
P -- -- -- 0.042

3 讨论
针对骨科手术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是常见并发症之一，

具体发病与血液循环不佳，血液处于高凝状态有关，通常骨科
手术患者术后需长期卧床休息，影响其血液循环，易出现血液
高凝状态，一旦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会影响患者预后恢复，
甚至会加重病情，影响患者整体状态，因此临床注重采取有效
的预防措施。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和护理
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原因分析如下：骨科手术患者是下肢深
静脉血栓的高发群体，临床重视采取 积极有效的预防护理干
预，常规预防干预以监测患者肢体状况等为主，及时发现异常
情况，做好 应对处理方案，但是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效果
欠佳。而优质护理是一种人性化护理模式，具体操作中兼顾患
者身心整体状态，注重饮食指导，并强化术后基础护理，同时
进行康复指导和心理干预，为患者提供了综合性服务指导，强
化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提升其自护意识，同时指导患者纠正错
误行为，预防便秘、血液粘稠等情况，以此达到改善患者血液
高凝状态的效果，更利于预防血栓形成。

综上，在骨科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预防护理中，优质护理
干预预防效果突出，患者更为满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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