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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泵运动对脑出血患者深静脉血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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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 PDCA 模式下对患者踝泵运动的干预效果。方法 研究时间 2021 年 5 月到 2022 年 7
月，研究患者共 60 人，均选自临床康复科，随机分成对照组，基础踝泵运动、研究组，在 PDCA 模式下行

踝泵运动，每组受试对象 30 人，比对组间血栓预防效果。结果 研究组脑卒中病人凝血指标除 D2 聚体一项，

PT 和 aPTT 均高于对照组 P＜0.05；干预前，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踝关节活动度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
干预后研究组的踝关节活动度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经比较生活质量评分，得知研究组的各项评分高

于对照组，P＜0.05。结论 脑卒中患者应在 PDCA 模式下积极开展踝泵运动，可促进肢体血液循环、刺激

淋巴回流，改善凝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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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nkle pump exercise on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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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ankle pump movement in patients under PDCA 
mode. Methods The study lasted from May 2021 to July 2022.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basic ankle pump exercise group and 
study group. Ankle pump exercise was performed under PDCA mode. Each group had 30 subjects 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thrombosis prevention between groups. Results PT and aPTT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ankle joint range of motion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ankle joint range of mo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y comparing the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it was found that the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patients with stroke should actively carry out ankle pump exercise under PDCA mode, which can 
promote blood circulation of limbs, stimulate lymphatic reflux, and improve blood coagulation indicators. 

【Keywords】Ankle pump movement; Stroke; Lower extremity deep vein thrombosis; Preventive effect 
 
脑卒中包括脑梗死和脑出血，疾病致残率极高，

据统计显示脑卒中目前已经成为国居民死亡主要原

因[1]。下肢静脉血栓作为脑卒中疾病的潜在并发症，

损伤患者运动功能的同时，也给患者的生命安全带

来威胁[2]。需要辅以科学的踝泵运动促进静脉回流，

预防血栓形成。而踝泵运动可帮助患者完成关节的

主动运动以及被动运动，使患者活动患侧肢体，且

在 PDCA 模式的加持下，会提高此种运动方法的使

用规范性、有效性，让患者康复护理的整体质量提

高。对此，文章选取院内脑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探究在 PDCA 模式下对患者踝泵运动的干预效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 2021 年 5 月到 2022 年 7 月，研究患

者共 60 人，均选自临康复科，入我科后行下肢彩超，

显示无静脉血栓的患者，患者均了解各项研究流程

后签署同意书，随机分成对照组、研究组，每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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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对象 30 人，两组性别比例：男 35/女 25，对照组

年龄均值（54.62±5.37）岁，研究组年龄均值（54.38
±6.22）岁，对比资料显示 P＞0.05，符合研究要求。 

1.2 方法 
两组均开展踝泵运动，对照组给予基础护理，

研究组则在 PDCA 模式下进行追踪护理，（1）计划：

入科后详细收集患者信息，评估患者发生深静脉血

栓的风险，结合科室情况制定训练计划，提高静脉

血栓的健康宣教力度。（2）执行：协助患者取仰卧

位，护理人员指导患者放松双下肢，左手握患者前

足，右手托踝部，缓慢抬高 10 度，指导其拉伸下肢，

踝关节重复进行背伸、内、外翻和跖屈运动，单个

动作坚持 10 秒，动作转换需间隔 5 秒；指导患者作

踝关节伸展训练，10 次/天，每次 15 分钟；指导家

属由远心端向近心端按摩患者四肢肌肉，3 次/天，

每次 5min。上述运动需在康复科医护人员陪同下进

行，训练应循序渐进。（3）检查：观察患者锻炼情

况和踝关节恢复情况，及时发现患者的训练失误，

对其进行指导，评估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水平，

归纳上阶段存在护理问题。（4）处理：针对上阶段

存在的实际问题，制定全面整改措施，纠正患者错

误训练方式，合理调整训练量，开展下一轮 PDCA，

全面提高患者踝泵运动的执行效果。 
1.3 观察指标 
采集患者静脉血，测定 D2 聚体、PT 和 aPTT

凝血指标。 
观察患者的踝关节活动度，包含干预前以及干

预后的评分。 
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评

价指标可分为 4 个维度，包括社会功能、心理健康、

躯体功能、物质生活状态，评分越高则生活质量越

高。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分别采用

χ2 检验、T 检验，若两组数据结果 p 小于 0.05，则

代表 2 组患者在以上方面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对两组凝血指标 
护理前，研究组 PT（9.7±1.6）s、aPTT（20.3

±3.4）s、D2 聚体（0.68±0.24）g/L；对照组（9.4
±1.7）、（20.4±3.2）、（0.70±0.16），t=0.7039、
0.1173、0.3798，p=0.4843、0.9070、0.7055。护理

后，PT（14.1±3.2）s、aPTT（31.5±4.7）s、D2
聚体（0.32±0.10）g/L；对照组（12.4±2.3）、（28.4
±4.5）、（0.47±0.20），t=2.3628、2.6094、3.6742，
p=0.0215、0.0115、0.0005，研究组脑卒中患者凝血

指标除 D2 聚体一项，PT 和 aPTT 均高于对照组 P
＜0.05。 

2.2 踝关节活动度 
两组患者在干预之前，研究组患者的踝关节活

动度为（10.25±3.27）°，而对照组患者的踝关节

活动度在（10.24±3.28）°，经比较得知无显著差

异，P＞0.05；而通过了干预过后，研究组患者的踝

关节活动度为（60.65±10.17）°，对照组患者的活

动度为（55.01±10.20）°，经比较得知 t 值为 2.1447，
P 值为 0.0362，P＜0.05，有统计学差异。 

2.3 生活质量评分 
从表 1 的数据来看，研究组患者的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物质生活以及躯体功能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P＜0.05。 
表 1 生活质量评分两组比较（ ±s） 

组别 例数 社会功能评分 心理功能评分 物质生活评分 躯体功能评分 

研究组 30 93.51±3.41 92.74±3.17 94.12±2.57 93.75±3.74 

对照组 30 79.45±3.42 80.44±4.12 76.71±3.84 81.41±4.26 

t  15.9456 12.9597 20.6374 11.9230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下肢静脉血栓（DVT）是脑卒中患者潜在并发

症，影响患者康复进程的同时，也威胁着患者的生

命安全。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三大公认危险因素包含：

血液高凝状态、血管内膜损伤以及血流滞缓。而当

患者出现了脑卒中过后，疾病的发生会导致患者的

单侧肢体或者是双侧肢体受到了影响，以此生成运

动障碍，一般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卧床治疗。卧床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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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患者的肢体运动会随之减少，这也降低了血流

速度，让血液在血管当中处于高凝的状态。另外，

一些脑卒中偏瘫患者，他们的偏瘫肢体难以活动，

血管处在长期受压的情况，血液也会滞留在血管当

中，这也导致脑卒中患者出现下肢深静脉血管的概

率要高于普通群体。以往的健康宣教未及时关注患

者执行情况，文章研究中在 PDCA 模式下行踝泵运

动，康复人员指导患者进行踝泵运动，经过踝关节

伸展训练，充分活动患者下肢肌肉组织，进局部血

液流通，增加回心血量[3-4]。目前踝泵运动是 DVT
预防的主要方式，但由于脑卒中患者相关理论知识

掌握率低，以往临床宣教不到位，未及时检查踝泵

运动落实情况，导致患者训练依从性差[5-6]。在 PDCA
模式下行踝泵运动，保证了运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按照规定的时间和频次进行训练，可以确保踝泵运

动对 DVT 的预防效果[7-8]。通过 PDCA 模式支持下

的踝泵运动，会协助患者活动自己的患侧肢体，逐

步形成肢体锻炼的习惯，患者也会知晓运动的重要

意义，以此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主动接受康复训

练[9-10]。在此本此的研究当中，研究组中的脑卒中患

者接受了 PDCA 模式下的踝泵运动，而对照组中的

患者接受了基础踝泵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干

预，文章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脑卒中患者凝血指

标除 D2 聚体一项，PT 和 aPTT 均高于对照组 P＜
0.05。而患者在生活质量评分两组比较上，经过干

预后，研究组患者的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患者,P＜0.05；在踝关节活动度两组比较上，干预

之前两组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干预过后研究

组的踝关节活动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以上

结果也说明，PDCA 模式下的踝泵运动相较于常规

模式的踝泵运动，取得的康复效果更为良好，不仅

会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同时也会改善患者

的生活质量，使患者的踝关节活动度提高。 
综上所述，脑卒中患者应在 PDCA 模式下积极

开展踝泵运动，可促进肢体血液循环、刺激淋巴回

流，改善凝血指标，起到良好的疾病预防效果，帮

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关节能力，值得临床中

的运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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