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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观察采用介入治疗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方法及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收治的 50 例采用介入治疗
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开展本次试验研究，纳入时间为 2018 年 05 月-2019 年 05 月，所有患者通过数字表法进行平均分组，分别为参
照组 25 例和研究组 25 例。其中参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给予综合护理干预，比较两组的护理效果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护理前两
组患者的踝肱指数基本一致（P＞0.05），护理后研究组患者的踝肱指数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的整体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
参照组（P＜0.05）。 结论 在采用介入治疗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围手术期护理中应用综合护理干预能显著改善患者预后效果，提升
整体护理质量，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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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临床上比较常出现的一种心血管科疾
病，其主要致病机制为下肢动脉出现粥样硬化斑块，进而引发患者
下肢动脉呈现出闭塞以及狭窄等现象，最终致使患者肢体形成慢性
缺血[1]。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下肢动脉硬化闭塞
症的发病率一直在逐年增加。介入治疗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在临
床上常用的一种治疗方式，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为提升
其预后效果，本文主要就围术期患者的护理方法和实际效果进行探
讨和分析。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收治的 50 例采用介入治疗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
者开展本次试验研究，纳入时间为 2018 年 05 月-2019 年 05 月，所
有患者通过数字表法进行平均分组，分别为参照组 25 例和研究组
25 例。其中参照组有男 18 例，女 7 例，平均年龄为（73.28±5.78）
岁；研究组有男 17 例，女 8 例，平均年龄为（73.87±5.31）岁。
对比两组一般资料，其组间差异表现为（P＞0.05）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参照组 
该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主要包括对患者进行常规检查，

对患者的血糖水平、血压水平和血脂水平进行定时监测和控制，对
患者进行用药指导以及饮食指导等。 

1.2.2 研究组 
该组患者给予综合护理干预，主要内容有：①心理护理干预：

加强对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增加患者对该疾病的认知；与患者多
交流多沟通，及时排解患者的负性情绪；讲解成功案例，提升患者
自信心。②疼痛护理干预：可以根据患者的兴趣转移患者注意力；
通过按摩减缓疼痛程度，必要情况下可给予药物镇痛。③病情护理
干预：密切监测体征变化情况，包括血压、呼吸、动脉血气、脉搏、
血氧等。④患肢护理干预：对患者患肢的温度、颜色、运动功能、
形态等进行实时监测，做好留置导管、敷料等护理工作[2]。 
1.3 观察指标 

评估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检测并记录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踝
肱指数，踝肱指数与预后效果成正比例关系；以满意度调查表为基
础评估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具体为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三
项内容，其中整体护理满意度=（满意例数+基本满意例数）/总例
数×%。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通过 SPSS18.0 软件，应用 t 检验，计量资料通过（ x
±s）表示；应用卡方检验，计数资料通过%表示，当组间差异（P
＜0.05）时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效果 

护理前研究组与参照组患者的踝肱指数分别为（0.35±0.18）
和（0.35±0.19），组间比较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护理后
研究组患者的踝肱指数为（0.85±0.21）明显高于参照组的（0.44
±0.20），组间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t=7.069，P=0.000）。 
2.2 比较两组患者整体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患者的整体护理满意度高于参照组且组间比较存在显
著性差异（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整体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25 20 4 1 96.00 
参照组 25 8 10 7 72.00 

X2 / / / / 5.357 
P / / / / 0.021 

3  讨论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多发人群为中老年人，该病在临床上的

常见病因有损伤因素、平滑肌细胞增殖因素、血流动力学因素、纸
质浸润因素与遗传因素等，该病早中期在临床上的通常表现为无明
显症状，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逐渐会有发亮、畏寒、疲劳以及间歇
性跛行等特征出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生活结构的改变，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的发生率也随之越来越高，给人们的健康水平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
响。综合性护理干预是在医疗事业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成熟和完善的
一种以患者本身为中心的护理服务，综合护理干预以护理程度为核
心，将护理理念、护理哲理、护理方式、护理质量等各个方面融合
在一起。将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行介入治疗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患者的围术期护理之中，致力于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体验[3]。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护理前两组患者的踝肱指数基本一致（P＞0.05），
护理后研究组患者的踝肱指数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研究组
患者的整体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说明综合护理
的应用有利于优化行介入治疗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围手术
期护理工作。 

综上所述，在采用介入治疗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围手术
期护理中应用综合护理干预能显著改善患者预后效果，提升整体护
理质量，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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