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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护理在预防创伤性骨折 DVT中的应用效果

刘 瑞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广东广州

【摘要】目的 探讨前期护理在预防创伤性骨折 DVT 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我院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 80例创伤性骨折患者，抽签法分二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前期护理。比较两组护理前后下肢

血液流变学指标、护理满意度、住院时间、DVT 发生率。结果 实验组下肢血液流变学指标低于对照组，护理满

意度高于对照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DVT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创伤性骨折患者实施前期护理

效果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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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early nursing in prevention of traumatic fracture DVT

Rui Liu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re-nursing in the prevention of traumatic fracture DVT.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fracture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2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drawing lot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implemented early nursing.
Lower limb hemorheology indexes, nursing satisfaction, length of stay and incidence of DV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Lower extremity hemorheology index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hospitalization time was shorter than control
group, incidence of DVT was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early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fracture is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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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深静脉血栓（DVT）是一种骨折手术后的高

发并发症，大部分患者在手术后都需要长时间躺在床

上，不能进行充分的运动，且骨折伤后导致血管壁受

损，老年人血管脆、机体合并疾病多，如高血压、高

血糖等，均可造成人体的静脉血液流速变慢，同时会

产生大量的血小板，从而影响到凝血酶和其它相关的

凝血子的凝血功能，从而引起下肢 DVT的发生[1-2]。

如果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处理，

就会引起肺栓塞，不仅会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还会

威胁患者的生命。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骨折手术配

合有效的护理，能有效地防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3]。本

研究探析了前期护理在预防创伤性骨折 DVT 中的应

用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21年 1 月-2022 年 12月 80例创伤性骨

折患者，抽签法分二组。每组例数 40。
其中实验组年龄 81-90岁，平均（85.45±2.27）岁，

男 29：女 11。对照组年龄 82-90岁，平均（85.78±2.21）
岁，男 27：女 13。两组一般资料统计 P＞0.05。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1）术前访视：在手术之

前，护工们会到医院对患者进行探望，要对患者的年

龄、病史、病变部位、手术名称等有详尽的了解，并

且要积极地与患者进行沟通，向患者解释手术的成功

案例，从而缓解或缓解患者的紧张、害怕等情绪。与

此同时，全面向患者介绍手术的情况，让患者对手术

有更多的了解。（2）在患者进行手术的过程中，护士

应该用一种亲切、亲切的态度与患者进行沟通，并且

对患者进行简单的介绍，这样可以让患者对手术室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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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种不熟悉的感觉，从而减少患者的害怕、紧张等

情绪。除此之外，还要对患者进行安抚，并积极地与

患者进行沟通和交流，按照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

对性的护理[2]。在与患者进行沟通的时候，要持续地

鼓励患者主动地将自己的内心感受及自己的想法说出

来，并给予患者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提高患者的治疗

自信心，以让患者以最佳的心理状态来接受手术。（3）
舒适护理：术中应为患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保证

患者在 22-24摄氏度，相对湿度为 50-60%。另外，手

术过程要稳，要快，要轻；防止手术过程中出现不良

反应，对患者产生心理影响。患者在躺下的时候，为

了避免手臂丛中的神经受损，不能有太大的外展。对

术后长期卧床的患者，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的腿部进行

适度的推拿，以促进患者的血液循环，缓解患者的下

肢沉重。（4）术后护理：在手术结束之后，要及时告

知患者，让患者尽早醒来，并用温盐水擦拭患者皮肤

上残留的消毒液和血迹。给患者穿好衣服，给患者盖

上被子。要注意检查引流的位置，还要注意引流液体

的颜色、性质等。术中应注意加强手术后的功能训练、

早期运动等方面的护理。

实验组增加 DVT预防的前期护理。（1）手术前的

危险评价和安全管理程序。术前及早筛查下肢 DVT，
在患者住院到手术之前，对患者的基本情况、病史进

行全面、细致的分析，特别是对 DVT 的高危人群，

对患者的术后恢复具有积极的作用。要加强对患者的

健康教育，让患者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要做到禁

烟、禁酒，多喝水，这样可以让患者的血液粘稠度降

低，同时还可以从饮食方面防止因血流缓慢而导致的

下肢 DVT的形成。在临床中，还可以使用 Autar 量表

对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进行分级，将患者分为低

危、中危以及高危，并对其进行分层护理管理，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2）防止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围术期护

理①用药。对患者的药物护理尤其重要，要根据患者

的基本情况和用药的注意事项，对患者进行预防性的

药物护理，主要内容是：服用利伐他班，同时也要注

射依诺肝素钠、低分子肝素钙等，这样可以防止患者

在手术后出现深静脉血栓。在进行输液穿刺的时候，

要尽量避免对同一个部位进行多次穿刺，在用药的过

程中，要时刻注意患者是否出现了不正常的出血，还

要对患者的出血倾向进行评估，要定期对患者的用药

时间、凝血时间等进行精确的记录，这样才能防止患

者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流滞缓的情况。②物理干预。可

以采用体位护理，穿上减压弹力袜，使用加压充气泵

进行护理。可以将患者的腿部抬高，这样可以防止下

肢 DVT 的发生，可以用软枕垫高、抬高床尾等方式

来让腿部后侧肌肉放松，减轻患肢肿胀。层层加压弹

性袜子（GCS）在防治 DVT方面表现出良好的优势，

其结构特点是可以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压力差，从

而起到支撑、保护和促进下肢静脉血循环的作用。同

时，间歇性加压泵（PIC）还可以模拟肌肉的抽吸效应，

产生脉冲式血流，防止血栓形成。通过足底静脉泵，

可以对患者的下肢进行有计划的间歇性的按压，达到

缓解静脉血液淤积的目的。③观察患者情况。密切关

注患者下肢血液循环，听取患者的陈述。另外，对患

者的血流变性进行实时监控，对于防止深静脉血栓的

发生，也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对患者进行术前后短时

间的抽血检测，可以实现对围术期血流变的动态观测，

并对其与 DVT的关系进行分析。④早期功能锻炼。在

治疗期间，骨折患者因运动能力降低，导致静脉血液

流速显著降低，深静脉血栓形成增多。所以，在临床

上，要根据患者的术后疾病的康复情况，来进行各种

的功能锻炼，在早期，可以指导患者翻身、踝泵运动，

之后，可以指导患者在床上进行患肢等长收缩、踝关

节屈曲锻炼等，在患者可下床后，可以指导患者在坐

位、站位上进行相关的活动。功能训练方法简便，可

提高患者的顺应性，减少护士的工作负担。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下肢血液流变学指标、护理满

意度、住院时间、DVT发生率。

1.4统计学处理

SPSS23.0软件中，计数χ2统计，计量行 t检验，P
＜0.05表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下肢血液流变学指标

护理前两组下肢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P＞0.05，
护理后两组均显著降低，而其中实验组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如表 1。
2.2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 40（100.00）比对照组 32
（80.00）高（P＜0.05）。

2.3住院时间

实 验 组 住 院 时 间 5.24±1.41d 短 于 对 照 组

7.44±2.56d，P＜0.05。
2.4 DVT发生率

实验组 DVT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实验

组 DVT发生有 1例，占 2.5%，而对照组 DVT发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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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20.0%。

3 讨论

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是骨科手术中最常见的

并发症，也是围手术期死亡的首要因素，对患者的生

活和健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临床上，早期护理模

式是一种新型的护理方法，它可以在早期有效地评价

患者的身心状况，并通过有效的心理疏导和健康教育，

改善患者的负性心理和认知状况，降低内外在因素对

患者的病情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保证了患者的治疗效

果。在临床上，在创伤骨折手术中运用了早期护理模

式，护士要与患者的心理和生理状况相结合，来制定

相应的护理措施，从而可以对患者的负性心理和生理

状况进行有效的控制，同时还要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

进行相应的运动和饮食干预，从而保证治疗的效果。

而生理方面的早期措施主要从饮食、药物、物理方法

和早期活动等方面强化预防和干预[4-8]。

本研究显示，护理前两组下肢血液流变学指标比

较，P＞0.05，护理后两组均显著降低，而其中实验组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 40
（100.00）比对照组 32（80.00）高（P＜0.05）。实验

组住院时间 5.24±1.41d 短于对照组 7.44±2.56d，P＜
0.05。实验组 DVT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实

验组 DVT发生有 1例，占 2.5%，而对照组 DVT 发生

8例，占 20.0%。总之，深静脉血栓的发生对患者的生

活及生命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其治疗方法复杂，

疗效不佳。所以，应该对创伤骨折患者 DVT 的预防

进行强化，并在术前对其身体状况和疾病严重程度进

行合理的评价，在手术过程中要积极地与医护人员进

行治疗，在术后要与护理人员进行必要的护理、正确

地使用抗凝药物。要尽量防止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

要积极地认识疾病，减少作息顾虑，科学地饮食，加

强身体锻炼[9-10]。

表 1 护理前后下肢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χ±s,分）

组别 时间 红细胞聚集指数 全血比黏度（mPa/s） 血浆比黏度（mPa/s）

实验组
护理前 11.97±0.21 5.75±0.45 1.95±0.41

护理后 9.58±0.24 4.18±0.21 1.62±0.23

对照组
护理前 11.85±0.91 5.75±0.45 1.95±0.45

护理后 10.28±0.45 5.43±0.21 1.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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