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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E 护理评估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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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探讨将护理评估措施应用在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患者护理管理工作中的具体方法和效果。方法 将本院血管外科收治的 VTE 高危
患者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对患者实施的护理管理措施差异进行分组，其中 30 例患者接受常规性的护理管理，将其作为对照组，另外 30 例患者
的护理管理工作中加强了 VTE 护理评估，将其作为研究组，比较两组患者的疾病相关知识认知水平、发生 VTE 的情况，评价风险评估效果等。结果 研
究组患者对 VTE 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为 86.67%，有 96.67%患者的 VTE 发生风险得到了及时评估，相关预防措施的有效执行率达到了 93.33%，以上指
标水平均显著比对照组更高（P＜0.05）；在 VTE 发生率方面，研究组为 0.00%，对照组为 13.33%，组间差异明显（P＜0.05）。结论 在 VTE 高危患者
的护理管理工作中，从其入院后到出院时全程执行 VTE 护理评估并落实预防措施，能够让患者发生 VTE 的风险明显降低，对促进患者健康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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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VTE Nursing Assessment in Nurs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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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methods and effects of applying nursing assessment measures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 Methods A total of 60 high-risk patients with VT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Vascular Surgery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grouped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in nursing management measures implemented on patients, among them, 30 patients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and served as the control group, VTE nursing assessment was strengthened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work of another 30 patients, and it was used as 
the study group, the level of disease-related knowledge and cognition, the occurrence of VTE, and the effect of risk assess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awareness rate of VTE-related knowledg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86.67%, 96.67% of the patients' VTE risk was assessed in time, 
and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rate of relevant preventive measures reached 93.33%, the above indicato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VTE was 0.00% in the study group and 13.33%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high-risk patients with VTE, performing VTE nursing assessment and implementing preventive measures from admission 
to discharg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isk of VT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patients. 
KEY WORDS: VTE; nursing assessment; nursing management; nursing effectiveness 

 
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是临床常见且严重的病症，发病原因

主要是在血液高凝状态等因素的作用下导致静脉血栓形成，进而阻
碍静脉回流，由此引发相关症状。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都属于
此类疾病，患病后不但会给患者带来较大痛苦，影响患者的健康和
生活质量，还会危及患者生命安全[1]。要想让此类疾病对人体的危
害得到降低，需要积极评估疾病发生风险，提前采取有效的预防措
施。另外，在有效的护理评估之下，若患者发生 VTE，也能够做好
早诊断，早治疗，对降低患者死亡风险具有重要作用[2]。本研究以
在本院血管外科接受治疗的 VTE 高危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观察探
讨了护理评估措施的具体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的时间范围为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研究对

象共计 60 例，均为本院血管外科收治的 VTE 高危患者。根据对患
者实施护理管理过程中采取的措施不同进行分组，详情如下：（1）
对照组：本组共有患者 30 例，患者性别方面，男 17 例，女 13 例，
年龄方面，介于 44-75 岁，均值为（57.98±4.66）岁；（2）研究组：
本组共纳入患者 30 例，其中男患者人数为 16 例，女患者有 14 例，
年龄最大 76 岁，最小 45 岁，均值为（58.52±5.11）岁。对比两组
患者入院时的一般资料情况，均显示 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
义，符合研究要求。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管理措施，研究组加强了对 VTE 的

护理评估，详情如下： 
1.2.1 成立专门的 VTE 防治小组 
小组成员包括本科室护士长以及护理骨干成员，其中护士长为

组长，负责 VTE 防治工作的整体管理，组织组员制定针对性的防
治方案，从护理骨干成员中选出 2 名资历高、具有较好的专业素质、
管理能力的人员作为副组长，协助组长做好护理监督和指导工作，
确保科室护理人员能够更好的执行各项 VTE 防治措施，对于发现
的护理问题及时收集、反馈，组员针对这些问题，共同分析讨论[3]，
进行有效的改进方案的制定，并通过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促进护

理管理质量的持续提升，更好地保障护理安全[4,5]。 
1.2.2 科学进行 VTE 护理评估 
对于本研究入选的血管外科患者，均使用 Caprini 风险评估模

型接受 VTE 发生风险的评估，且这种护理评估要贯穿患者入院到
出院的全程，如入院时、转科后、手术后、出院时均应当使用 Caprini
风险评估模型做好评估工作，此外，若患者病情发生变化，还要随
时进行评估。对于风险评估结果，需要及时录入患者电子病历系统
[6,7]。具体应当采取何种 VTE 防治措施，应当根据风险等级进行确定。 

1.2.3 VTE 不同等级预防方案 
根据 Caprini 风险评估模型，可以将 VTE 发生风险分成如下几

个等级：（1）低危（0-1 分）：该风险等级患者发生深静脉血栓（DVT）
的概率为 7%-10%。对于这些患者需要采取基础预防措施，主要是
对患者开展健康宣教，通过面对面口头宣教，发放健康知识手册，
给患者观看教育视频等措施，让患者对该疾病的发生机制、风险因
素、临床症状、危害、预防措施等有较好的了解[8]；与此同时，还
多鼓励、引导、协助患者，促使其及早开展肢体活动，对于不能开
展肢体主动活动的患者，可以通过给患者按摩肢体等措施实施被动
活动，促进静脉血液回流[9]。（2）中危（2 分）：患者有 11%-14%的
DVT 发生概率。对本组患者做好以上基础预防措施的同时，还要采
取一些有效的物理预防措施，如给患者穿弹力袜，实施肢体气压治
疗。（3）高危（3-4 分）：患者发生 DVT 的概率≥15%。对这些患
者需要采取基础预防+物理预防+药物预防的措施。其中药物预防措
施主要是在术后给患者使用阿司匹林肠溶片，静注低分子右旋糖酐
等，以此达到降低患者血液粘稠度、抗血小板聚集等治疗效果，让
静脉血栓形成风险得以降低[10]。（4）极高危（≥5 分）：患者发生
DVT 的风险高达 40%-80%。对于这些患者，除了采取高危患者的
相关预防措施之外，还要实施三级高危随访监控。 

1.2.4 建立 VTE 防治质量监控制度 
要想让各项护理评估以及护理预防措施有效落到实处，需要对

护理管理制度进行完善。首先，对科室护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使
他们认识到进行 VTE 护理评估与预防的重要性，并掌握相关的护
理工作专业知识、方法和技术；其次，通过完善护理监管制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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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人员对护理工作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
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在《VTE 防治护理工作质量评价表》中做好记录，
责任到人，提升护理人员的责任感以及工作 积极性。对于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记录，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改进建议，指导
护理人员及时改正[12,13]。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的观察指标主要包括如下几项：（1）患者健康知识知晓

情况，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评价，正确回答出问卷中 10 道问
题的 6 道以上即为对相关知识知晓；（2）风险评估及时率；（3）预

防措施执行情况；（4）VTE 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18.0 软件作为处理各项数据的统计学工具，计量类型数

据、计数类型数据表现形式分别为（ sx ± ）、（%），并分别接受 t
值、χ2 检验，P＜0.05 代表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两组的各项观察指标统计结果实施比较，显示研究组各指标

均更优（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观察指标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n） 患者健康知识知晓 及时进行风险评估 执行预防措施 发生 VTE 

研究组 30 26（86.67） 29（96.67） 28（93.33） 0（0.00） 
对照组 30 15（50.00） 23（76.67） 22（73.33） 4（13.33）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危险程度比较高，发病之后，不但

会增加患者痛苦，还会让患者面临死亡风险，尤其是发生肺栓塞之
后，死亡率非常高。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患者在发生 VTE 之前并
没有明显征象，因此通过分析危险因素，提前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对保障患者健康安全有重要意义[14]。本研究将 VTE 护理评估措施应
用在了护理管理工作中，增加了风险评估次数，并根据风险等级给
予了有效的防范措施。结果显示，在这种护理管理模式下，VTE 防
范措施得到了更加及时有效的执行，患者对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更
高，VTE 发生率显著降低。本研究证实了护理风险评估在 VTE 高
危患者护理管理中的应用价值，值得将其应用到此类患者的护理管
理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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