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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化护理对于脑出血术后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预防价
值研究 

赖小红 

(三台县人民医院 四川  三台  621100) 
 

摘要：目的：研究集束化护理对于脑出血术后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预防价值。方法：2021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选取三台县人民医院实施手术治
疗的脑出血患者 4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均分至两组，分别实施常规护理（对照组）、集束化护理（观察组），各 20 例。对比两组下肢深静脉
血栓发生率、股静脉血流速度、护理满意度。结果：与对照组患者相比，观察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更低，股静脉平均及峰值流速、护理满意度
均显著更高，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0.05）。结论：对于脑出血术后患者而言，为其实施集束化护理干预能够有效预防其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提
高股静脉血流速度与护理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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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由于起病急、病情重等特点，现已成为严重危害人类生

命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在该疾病的治疗中，主要治疗方式为手术
治疗，但由于术后患者身体虚弱，长时间卧床休养等因素，导致患
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相对较高[1]。有研究指出，对于脑出
血术后患者而言，对其实施集束化护理能够有效降低患者术后下肢
深静脉血栓的形成，且获得了较多医患的青睐[2]。对此，笔者选取
近年来本院收治的实施手术治疗的脑出血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实
施分组，对其进行不同的护理方式干预，旨在分析在此类患者中集
束化护理在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中的价值，现进行如下报道。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选取三台县人民医院实施手术治疗

的脑出血患者 4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均分至两组，分别实
施常规护理（对照组）、集束化护理（观察组），各 20 例。对照组：
男性 10 例（50.00%）、女性 10 例（50.00%）；平均年龄（68.95±
7.21）岁。观察组：男性 11 例（55.00%）、女性 9 例（45.00%）；
平均年龄（69.36±10.04）岁。对组间性别、年龄等相关资料实施
统计并利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对比处理后，其结果显示组间
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后文数据对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纳入标准：均已确诊为脑出血；符合手术指征。排除标准：资
料缺失者；伴有恶性肿瘤。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 
观察组：集束化护理，具体如下。 
（1）健康宣教：由于该疾病起病急，故患者术后病情平稳后，

护理人员对患者及家属进行疾病、自我护理相关内容进行健康宣
教，并告知其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及疾病特征，如有不
适不要慌张，需及时告知医护人员。 

（2）心理干预：由于脑出血大多病情严重，患者及家属具有
较重的心理压力，对此，护理人员需在患者病情平稳后对其及家属

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以提高其治疗信心与护理配合度。 
（3）饮食干预：注意营养均衡，富含蛋白与维生素，低盐低

脂，由流食逐渐过渡到半流质再到正常饮食，禁食辛辣、刺激、油
腻食物。 

（4）预防护理：定时为患者进行翻身与按摩，促进其肢体血
液循环，有效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另外根据患者病情恢复
状况对其制定个体化的康复训练，一方面促进其肢体功能恢复，另
一方面预防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3]。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股静脉血流速度、护理满意

度。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用（±s）表示，对比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例（%）表示，对比采用χ2 检验，P<0.05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股静脉血流速度对比 
见表 1。 

表 1  两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股静脉血流速度对比 
股静脉血流速度[（±s），

cm/s] 
组别 下肢深静脉血栓发

生率[n（%）] 
平均流速 峰值流速 

对照组（n=20） 4（20.00） 14.35±
0.79 

19.12±
2.12 

观察组（n=20） 1（5.00） 16.78±
0.86 

25.35±
2.47 

P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n=20） 7（35.00） 4（20.00） 4（20.00） 5（25.00） 15（75.00） 
观察组（n=20） 10（50.00） 6（30.00） 3（15.00） 1（5.00） 19（95.00） 

P     <0.05 
3 讨论 

在临床疾病的诊疗中，脑出血是一种发病率相对较高的疾病，手术
是其主要治疗方式，且疗效较好，但由于患者疾病特点，术后发生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相对较高。因此有效的护理干预对于脑出血
术后患者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集束化护理是近年来应用较为广
泛的一种新型护理模式，其能够有效保障护理工作的持续性和有效
性[4]。故笔者将其运用至本研究中，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患者相
比，观察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5.00%）更低，股静脉平均及
峰值流速（16.78±0.86、25.35±2.47）、护理满意度（95.00%）均
显著更高，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0.05）。 

综上所述，对于脑出血术后患者而言，为其实施集束化护理干
预能够有效预防其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提高股静脉血流速度与
护理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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