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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病人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护理干预效果研究
郑宁宁

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病区，河南 商丘 476000

【摘 要】目的：研究骨折病人采取护理干预服务对预防其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护理效果。方法：对 2017年 02月--2019年 09月本医

院治疗的 66例骨折病人归入指标分析资料，参考随机双盲方式开展分组干预，各组入组 33例，实验组实行全面护理干预服务，参比

组实行一般护理干预服务，计算下肢深静脉血栓统计率、护理服务满意统计率，研究护理前与护理一周后股静脉血流峰速率测量值、

血流均速测量值。结果：实验组下肢深静脉血栓统计率比对参比组评估数据减小（P<0.05）；不同组别护理前股静脉血流峰速率测量值、

血流均速测量值相比差别非常低（P>0.05），实验组护理一周后股静脉血流峰速率测量值、血流均速测量值比对护理前以及参比组评估

数据增大（P<0.05）；实验组护理服务满意统计率比对参比组评估数据增大（P<0.05）。结论：骨折病人采用全面护理干预服务有助于

预防其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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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深静脉血栓在骨折病人中较为多发，损害其机体健康[1]。

所以，为此类病人实行积极护理干预存在关键性作用[2-3]。下文对

2017年 02月--2019年 09月本医院治疗的 66例骨折病人实施数

据值调查，评价骨折病人采用护理干预服务对预防其下肢深静脉

血栓的护理效果及价值。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1.1.1 病例资料

将 2017年 02月--2019年 09月本医院治疗的 66例骨折病

人纳入数据值研究资料，参考随机双盲方式实行分组干预，各组

归入 33例。参比组：岁数（44.28±5.94）岁；实验组：岁数（44.35
±5.82）岁。研究各组骨折病人一般数据计算资料，项目指标计

算结果差别非常小（P>0.05）。

1.1.2 纳入标准

（1）依据影像学检测存在骨折，且纳入研究时尚未出现下

肢深静脉血栓；

（2）护理干预服务上报医学伦理会予以批准及允许；

（3）病人及家属都签字知情同意书表示愿意接受对应护理

干预服务。

1.1.3 排除标准

（1）病人具有沟通方面障碍；（2）病人具有精神疾病。

1.2 方法

1.2.1 参比组选择一般护理干预服务

做好环境护理、用药指导等。

1.2.2 实验组选择全面护理干预服务

第一，健康知识教育干预：仔细讲解下肢深静脉血栓引发机

理、危险因素等，增加病人的正确认知。第二，体位护理干预：

让病人静躺，间隔三小时予以一次体位姿势换替，掌握其下肢色

泽、温度、动脉搏动等异常与否，下肢发绀时，使下肢比心脏水

平位置提升 20厘米之上，规避下肢被压迫。第三，饮食护理干

预：进食容易消化、含蛋白多、相对清淡、含维生素多、含纤维

素多、含脂少的饮食。第四，运动训练护理干预：尽早接受下肢

肌肉和关节运动训练，一次 20分钟，一天 20次到 25次。

1.3 有关指标

研究选取差异性护理干预方式的病人下肢深静脉血栓统计

率、护理服务满意统计率，分析选取差异性护理干预方式的病人

护理前与护理一周后股静脉血流峰速率测量值、血流均速测量值

（均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予以检测）。

1.4 统计学分析

股静脉血流峰速率测量值等选取（ x±s）形式表述，开展 t
检验，下肢深静脉血栓统计率等选取（%）形式描述，开展 X2
检验，指标数据依据 SPSS 23.0予以核实，P<0.05，项目指标计

算结果差别非常大。

2 结果

2.1 评比选取差异性护理干预方式的病人下肢深静脉血栓统计

率

各项指标经统计，实验组下肢深静脉血栓统计率相比于参比

组评估数据变少（P<0.05）。

表1选取差异性护理干预方式的病人下肢深静脉血栓统计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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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名 未出现下肢深静脉

血栓（例）

出现下肢深静脉血

栓（例）

下肢深静脉血栓统

计率（%）

参比组（n=33） 26 7 21.21

实验组（n=33） 32 1 3.03

X2值 - - 5.120

P值 - - 0.023

2.2 评比选取差异性护理干预方式的病人护理前与护理一周后

股静脉血流峰速率测量值、血流均速测量值

各项指标经统计，不同组别护理前股静脉血流峰速率测量值、血

流均速测量值对比后，项目指标计算结果差别非常小（P>0.05）；
护理一周后，不同组别股静脉血流峰速率测量值、血流均速测量

值相比于护理前评估数据都变多（P<0.05）；实验组护理一周后

股静脉血流峰速率测量值、血流均速测量值相比于参比组评估数

据变多（P<0.05）。

表 2选取差异性护理干预方式的病人护理前与护理一周后股静脉

血流峰速率测量值、血流均速测量值评价

组名 股静脉血流峰速率测

量值（cm/s）

t值 P值 股静脉血流均速测量

值（cm/s）

t值 P值

护理前 护理一

周后

护理前 护理一

周后

参比组

（n=3

3）

15.69±

2.30

17.40±

3.92

2.1

61

0.0

34

10.20±

1.35

12.63±

2.60

4.7

64

0.0

00

实验组

（n=3

3）

15.50±

2.44

23.68±

4.70

8.8

73

0.0

00

10.15±

1.40

16.30±

3.49

9.3

95

0.0

00

t值 0.325 5.894 - - 0.147 4.844 - -

P值 0.745 0.000 - - 0.883 0.000 - -

2.3 评比选取差异性护理干预方式的病人护理服务满意统计率

各项指标经统计，实验组护理服务满意统计率相比于参比组评估

数据变多（P<0.05）。

表 3选取差异性护理干预方式的病人护理服务满意统计率评价

组名 不满意（例） 一般满意

（例）

较为满意

（例）

非常满意

（例）

护理服务满

意统计率

（%）

参比组

（n=33）

6 8 8 11 81.82

实验组

（n=33）

1 9 10 13 96.97

X2值 - - - - 3.995

P值 - - - - 0.045

3 讨论

骨折病人由于行动受到限制，长期躺在病床上，导致此类病

人下肢静脉血液速率下降，其血液黏稠度提升，易出现下肢深静

脉血栓现象。骨折病人下肢深静脉血栓脱出且落下时，有可能导

致肺处静脉栓塞状况，病情严重的时候会损害其生命健康。

所以，为骨折病人提供临床对应治疗的基础上，还需提供一

定护理服务，有助于减少相关并发症状况。研究这次数据值分析

结果，对比全面护理干预服务和一般护理干预服务后发现，采用

前一种护理干预服务方法的骨折病人下肢深静脉血栓统计率下

降，护理一周后股静脉血流峰速率测量值、血流均速测量值增加，

护理服务满意统计率提升。全面护理干预服务为骨折病人提供健

康知识教育干预、体位护理干预、饮食护理干预、运动训练护理

干预等，有助于促使肌肉功能尽快恢复，提升其下肢静脉血液回

流，减少下肢深静脉血栓状况。

综上所述，骨折病人运用全面护理干预服务有利于对其下肢

深静脉血栓实行预防，展现重要护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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