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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在下肢静脉血栓介入术后应用预警式护理的临床价值。方法：遴选我院 2019 年 7 月-2020 年 7 月行介入治疗的 94 例下肢静脉血栓

患者为探究对象，通过数字双盲法分成实验组、对照组，分别纳入 47 例。前一组实施预警式护理，后一组实施常规护理，对比各组不良事件发生风

险与护理满意度。结果：实验组各项护理满意度评分均明显较对照组高，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较对照组低，各项观察指标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在下肢静脉血栓介入术后应用预警式护理具有理想作用，可降低不良事件风险，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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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静脉血栓指的是静脉血流缓慢、血液高凝状态、静脉壁损伤等

引起的周围血管疾病，该疾病可造成不同程度的慢性深静脉功能不全。

介入治疗是影像学诊断和临床治疗融合形成的一种新型治疗方式，在下

肢静脉血栓中具有理想的治疗效果[1]。研究显示，下肢静脉血栓介入术

后极易发生肺栓塞、出血、穿刺点感染等并发症，并不利于术后恢复，

严重时还可降低患者生活质量，故加强护理干预具有重要意义[2]。本文

选择医院行 2019 年 7 月-2020 年 7 月行介入治疗的 94 例下肢静脉血栓

患者为探究主体，旨在评价预警式护理对于患者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遴选医院 2019 年 7 月-2020 年 7 月接受介入治疗的 94 例下肢静脉

血栓患者为探究主体，通过数字双盲法划分成实验组（n=47）、对照组

（n=47）。统计资料得知：实验组中年龄最高值为 77 岁，最小为 26 岁，

平均（11.53±4.56）岁；男女患者比例为 25/22。对照组中年龄最高值

为 76 岁，最小为 27 岁，平均（51.58±4.43）岁；男女患者比例为 27/20。

将各组基线资料纳入 SPSS23.0 软件中，结果显示差异存在一致性，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措施，术后加强环境卫生干预，对于患者

实施健康宣教，密切监测各项生命体征，指导清淡饮食，积极预防和治

疗并发症。 

实验组采取预警式护理，主要措施为：（1）建立预警护理小组。选

择科室护士长、责任护士、护理人员成立预警护理小组，组织全部小组

成员统一培训，重点学习下肢静脉血栓介入术后护理重点、常见并发症

与处理对策，依据实际情况商定护理计划与操作步骤，护士长合理分配

小组成员工作，同时进行护理质量督导。（2）病情监控。依据患者个体

差异，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制定《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评估监控单》，有效

评估患者病情，术后加强病情监控，一旦发现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出冷

汗、面色苍白等疑似肺栓塞情况，应快速取平卧位，指导患者避免深呼

吸，予以高浓度吸氧，立即通知医生并配合抢救。密切监测凝血情况，

观察有无呕吐、头痛、意识障碍等情况，同时观察有无出血现象，一旦

发现异常，需立即通知医生。（3）导管护理。血栓患者放置滤器后会在

术中实施抽栓术，溶栓效果更为理想，但是会增加溶栓导管护理工作量。

导管一般会留置 5-7d，需叮嘱患者减少侧肢活动，避免擅自下床，留

置期间如有不适，应积极告知医护人员，不可随意移动导管。（4）功能

训练。术后垫高患肢 20-30°，无特殊情况者在床上活动，术后 24h 即

可开展训练。护理人员依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功能训练计划，训练原则

为循序渐进，有效促进术后恢复。 

1.3 观察指标 

（1）护理满意度。采取自制量表分析护理操作、护患沟通、护理

态度、病区管理、健康宣教等护理满意度措施，量表克伦巴赫系数为

0.842，项目分值为 100 分，评分和护理满意度呈正比。（2）不良事件

发生情况。统计并比较各组皮下淤血、肢体肿胀、穿刺点感染、肺栓塞

等不良事件。 

1.4 统计学方法 

采取 SPSS23.0 软件对于研究数据实施分析，以相对数表示计数资

料，即“[n/(%)]，”，应用“
2x ”完成检验；以“ x ±s”表示计量资

料，应用“t”完成检验，P＜0.05 说明差异存在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评价 

实验组各项护理满意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评估数

据见表 1。 

表 1：护理满意度评价量表 

组别 护理操作 护理态度 护患沟通 病区管理 健康宣教 

实验组

（n=47） 
92.43±2.34 93.32±3.18 90.32±3.43 90.76±3.23 89.56±3.38 

对照组

（n=47） 
91.23±2.55 91.29±3.35 88.78±3.53 88.56±3.45 87.75±3.78 

t 2.377 3.013 2.145 3.193 2.447 

P 0.019 0.003 0.034 0.001 0.016 

2.2 不良事件比较 

实验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2。 

表 2：不良事件比较量表[n/(%)] 

组别 皮下淤血 肢体肿胀 穿刺点感染 肺栓塞 发生率 

实验组

（n=47） 
1 0 1 1 2（4.26） 

对照组

（n=47） 
3 2 2 1 8（17.02） 

2x  -- -- -- -- 4.028 

P -- -- -- -- 0.044 

3 讨论 

静脉血栓为常见的周围血管疾病，若未及时治疗，可加重病情，对

于患者工作和生活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威胁患者生命安全。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介入治疗被应用于静脉血栓的治疗中，同时

取得了理想效果，但是术后极易发生肺栓塞、感染、出血等并发症，故

需要加强护理干预，以促进术后恢复[3]。预警式护理模式下，护理人员

充分运用自身护理专业知识，可有效预防护理过程中的突发事故，主要

特点是通过提前专业知识技能预防突发事故，可根据病情严重性采取相

应的护理措施，可有效降低护理风险事件，还可促进护理满意度提升[4]。 

综上所述，在下肢静脉血栓介入术后应用预警式护理具有理想作

用，可降低不良事件风险，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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