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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循证护理方案在骨科住院患者中的应用

杨婵娟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贵州 凯里 556000

【摘 要】：目的：分析骨科住院患者应用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循证护理方案的作用。方法：拣选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

骨科住院的 100例患者参与本次研究分析，将患者分成人数相等的乙组和甲组，乙组针对患者运用循证护理预防静脉血栓栓

塞症出现，甲组运用通例护理，并搜集两组患者血栓风险评估及时率、准确率及护理质量评分以及护理后患者血栓发生率等

几方面进行记录统计，并以此判定护理有效性。结果：乙组血栓风险评估及时率和准确率更高，而甲组相对较低，两组差异

明显，统计学有意义（P＜0.05）。乙组在设备管理、环境管理、沟通交流、护理流程等护理质量评分均高于甲组，护理后患

者血栓发生率显降低，护理满意度更高，（P＜0.05）显示统计学有意义。结论：骨科住院患者利用循证照护方案预防静脉血

栓栓塞症的效果显著，有助于临床护理质量的提升，具备较高的临床可行性及安全性，可加快患者恢复进程，可广泛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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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疾病很多时候需要采用手术治疗，术后容易使血液

在静脉中异常凝聚，引起血管堵塞甚至完全堵塞致静脉回流

障碍。其静脉血栓栓塞症比较特殊，多表现为下肢深静脉血

栓最常见，治疗一般以抗凝为主，严重时需要手术干预[1-2]。

针对静脉血栓栓塞症实施有效预防措施可很大程度降低发

生率，应重点对静脉血栓栓塞症进行正确的评估，同时进行

早期预防。在此对骨科住院患者施行循证护理方案预防静脉

血栓栓塞症并深入研究进行分析，详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拣选 2020年 1月-2021年 1月骨科住院的 100例患者参

与本次研究分析，将患者分成人数相等的乙组和甲组，乙组

有男性 28例和女性 22 例，年龄 58-79岁，均龄（71.24±2.13）

岁；甲组有男性 27例和女性 23例，年龄 60-77岁，均龄（72.36

±2.15）岁；统计全部研究资料故具备分组条件，患者性别、

年龄无统计意义（P＜0.05）。

1.2 方法

针对甲组护理模式：患者入院后由主管医生评估静脉血

栓栓塞风险，护士遵守医嘱实施预防性护理和健康宣教。

乙组循证护理预防静脉血栓栓塞方案：医护组成团队依

照成员的能力和技能分配工作。小组组织培训考核等，可应

对并处理风险因素[3-4]。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具体纪实并找

出可疑因素，包括人员和设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5-6]。小组依

据循证记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文案，针对患者情况对症执行

护理程序。对成员护理态度、护理质量监督考核并配合奖惩

措施，提高其工作积极性。照护过程当中讲解有关疾病的相

干知识、预防事项、生活习惯等，对不同患者予以针对性指

点。（1）术后观察病情：对患者的手术区域注意观察，确

认肿胀程度和皮肤颜色，将信息记录在册，发现异常及时告

知医生并采取应对措施[7-9]。（2）预防静脉血栓：手术后输

入抗凝药物，并对引流液的颜色和流量及速度等密切观察，

发现并发症隐患及时采用处置措施。（3）运动锻炼：依据

患者临床病症表现，避免手术过程中长时间卧床造成血液流

动缓慢，需活动肢体促进血液循环。患者状态恢复安稳后可

自行练习，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10-11]。（4）切口护理：

手术后对其患处肿胀进行周径测量，对其足动脉搏动状进行

检查，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处理。保持床单的干净并定时更换，

调整体位避免患处受压过大，影响血液流动。（5）宣导健

康知识。术后 3d-5d 是血栓高发期，引发并发症会对患者造

成负面影响，必须加强与患者的沟通，让患者了解引发血栓

的原由和预防措施[12-13]。

1.3判定标准

对两组患者血栓风险评估及时率、准确率、血栓发生率

予以统计；对设备管理、环境管理、沟通交流、护理流程等

护理质量评分；并加以鉴定比较，计算出整体护理满意度，

判定各项措施的有效性。

1.4统计学方法

本次所用 SPSS21.0 为处置工具，分别用（n%）、X2计数

和查验或（x±s）、t 计量和查验，若组间存在差别，则用 P

＜0.05表示。

2 结果

表 1 两组患者血栓风险评估及时率、准确率、血栓发生率比

照表[（n=50）%]

组别 评估及时率
评估入院时

准确率

评估术后准

确率
血栓发生率

甲组 34（68.00%） 37（74.00%） 36（72.00%）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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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组 46（92.00%） 48（96.00%） 49（98.00%） 0（0.00%

p ＜0.05 ＜0.05 ＜0.05 ＜0.05

（注：上接表 1）

表 1 呈现数据可清楚表明，乙组血栓风险评估及时率、

准确率更好，而甲组较低（P＜0.05）。乙组患者血栓发生率

更低（P＜0.05）两组差别明显，（P＜0.05）统计学有意义。

表 2 两组患者对护理质量评分情况（x±s 分）

组别 列数 设备管理 环境管理 沟通交流 护理流程

甲组 50 19.0±3.1 18.1±2.9 17.3±2.1 18.1±2.9

乙组 50 24.2±2.5 23.6±3.3 24.1±2.8 24.5±2.3

p ＜0.05 ＜0.05 ＜0.05 ＜0.05

表 2 可以看出乙组对其护理质量评分均高于甲组，P＜

0.05 有统计意义。

表 3 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列数 满意 一般 差 总满意度

甲组 50 31 13 6 88.00%

乙组 50 42 7 1 98.00%

p ＜0.05

表 3 可以看出乙组的护理满意度情况优胜于甲组，P＜

0.05，对比具备统计意义。

3 讨论

骨科手术后患者会保持卧床一段时间，至使患肢血液循

环迟缓。增加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机率，其手术创伤药品

的应用也能促进发生率[14]。循证护理将引发因素为前提做出

防范策略，实时精确地评估发生风险并实行防范护理，降低

并发症产生的机率，护士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对预防静脉

血栓栓塞起着重要的作用[15]。循证护理考虑患者诉求调动护

理工作积极配合性，避免盲目施护不变通，考虑患者自身实

际情况差异，为其合理拟定调整方案，引导患者积极配合护

理工作，落实好健康教育与心理安抚等心理与认知层面的工

作，展现护理方案的有效性、持续性。

本次分析结果表明，乙组血栓风险评估及时率、准确率

高于甲组，其护理质量方面：设备和环境管理、沟通交流、

护理流程等评分均高于甲组，护理后患者血栓发生率显降

低，组间有明显差别，（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骨科住院患者应用循证护理方案预防静脉血

栓栓塞症的形成，其效果显著，有助于提升临床护理质量，

相对有极高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建议推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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