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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外科患者围手术期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护理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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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脊柱外科患者围手术期深静脉血栓（DVT）形成的护理干预效果。方法 选择 2021 年 5 月

~2022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脊柱外科患者，随机平分成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采用常规护理和围术期干

预护理，对比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 DVT 相关指标、满意度、生活质量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
脊柱外科围手术期患者实行护理干预对 DVT 的预防效果良好，能够使患者的满意度和生活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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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intervention study on perioperative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spinal surgery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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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effect of perioperative deep vein thrombosis (DVT) 
formation in spinal surgery patients.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spinal surgery admitted to a hospital from May 2021 to 
June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perioperative intervention nursing respectively, and the nursing effec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DVT related 
indicators,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erioperative spinal surgery patients has a good preventive effect on DVT, 
which can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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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是人体中最重要的骨骼框架，其连接头部、

骶骨以及髋关节，使人能够正常地进行直立行走，是极

其重要的骨性支柱[1]。脊柱手术在临床外科手术中是极

其常见的手术，但由于其手术时间较长，手术难度大，

容易使患者的机体受到严重的损害，术后大部分患者

都需要比较久的恢复过程，而长时间的卧床容易引发

患者血管壁受到损害，使血液流动的速度变慢，使患者

的行动力逐渐消退，导致静脉血栓等一系列并发症的

产生[2]。而 DVT 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术后并发症，加重

了患者自身身体的承受能力，使其康复的速度延长，对

患者的生活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病情严重者还会

形成致残性的伤害，具有较高的死亡率[3]。因此，对患

者实行安全有效的护理，使 DVT 的发生得到有效的控

制和预防，改善脊柱外科手术患者的预后效果，使疾病

快速康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4]。本文主要选择 2021
年 5 月~2022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脊柱外科患者 60 例，

对其中 30 例采取护理干预措施，获得良好效果，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收治的 60 例脊柱外科患者（2021 年 5 月

~2022 年 6 月），随机分成对照组 30 例，观察组 30
例，其中对照组男 20 例，女 10 例，平均（55.26±4.13）
岁，观察组男 18 例，女 12 例，平均（55.68±4.02）
岁，两组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行常规护理，对患者的日常进行护理，

保证病房的干净和整洁，床单要定期的进行更换，指导

患者翻身，防止患者血栓的形成，同时针对患者及其家

属要做好疾病相关的宣传等工作。 
观察组：实行围术期干预护理，（1）组建由护士

长、护士、手术室护士等组成的护理小组，对疾病的相

关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并根据患者的自身的状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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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关于预防 DVT 的方案。定期对小组进行培训学习

和考核，使其能够对血栓的认知、风险以及护理过程等

进行详细地掌握。（2）护理人员应对疾病治疗的方法、

相关的注意事项、预后、对 DVT 的预防等向患者进行

详细的告知，使患者能够对疾病的有关内容有所了解，

提升其治疗和护理的依从性。（3）护理人员应多关注

患者的心理状况，根据患者的个人情况和喜好等制定

有针对性的护理方案，同时通过图片、短片等形式使患

者的注意力分散，多关心患者，使其不好的心态得到改

善。指导患者多在病床上进行膝关节的运动、主动式呼

吸等，使患者的紧张状态得到缓解。（4）对患者的饮

食状况进行指导，护理人员应结合患者个人的饮食习

惯为其制定相应的饮食规划，多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

和粗纤维的食物，多以易消化和高营养的食物为主，养

成健康饮食的良好习惯，使患者的血液粘稠度有效地

降低。保证每天充分地喝水，使大便保持通畅，从而降

低静脉回流受阻的状况，更加显著地降低血液粘稠度。

（5）在进行手术时，护理人员应保证患者的下肢和髂

部的静脉流通的顺畅，预防其受到挤压，同时对患者的

血液情况要进行实时的观测，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

（6）术后，应依据患者的身体情况对其 DVT 形成的

风险进行相应的评估，并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当患者

返回到病房后，护理人员应指导患者在日常卧床休息

的情况下进行相应的锻炼，保持平卧位的状态，抬高双

腿，使血液和血流的状况能够得到良好的保持，嘱咐患

者多喝水，提升血液循环的速度，使患者自身的活动能

力快速得到恢复。护理人员应指导患者进行直腿抬高

20°的动作，在患者体能允许的情况下可进行悬空下

肢屈曲，从而使患者的下肢能够进行适当的运动。护理

人员还应对患者的静脉泵进行相应的按摩，2 次/d，
30min/次，避免患者出现 DVT 的情况。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下肢深静脉血栓相关指标进行对比，包括全

血黏度、血浆黏度、低还原黏度、高还原黏度；对两组

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价，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

对两组生活质量进行评分，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下肢深静脉血栓相关指标 
护理后，两组对比（P＜0.05），如表 1。 

表 1  两组下肢深静脉血栓相关指标（x±s） 

组别 例数 全血黏度（mPa·s） 血浆黏度（mPa·s） 低还原黏度（mPa·s） 高还原黏度（mPa·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30 10.95±1.58 8.67± 0.68 2.03± 0.52 1.37± 0.16 5.38± 0.34 4.86± 0.15 21.69± 0.57 20.45±0.21 

观察组 30 10.37±1.67 7.58± 0.13 2.01± 0.42 0.98± 0.12 5.46± 0.31 3.45± 0.12 21.45± 0.52 14.12±0.15 

t  0.024 21.655 0.215 11.369 0.248 11.485 0.245 48.621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30 例中，有 12 例（40.00%）非常满意、

10 例（33.33%）满意、8 例（26.67%）不满意，总满

意率为 73.33%（22 例）；观察组 30 例中，有 15 例

（50.00%）非常满意、13 例（43.33%）满意、2 例（6.67%）

不满意，总满意率 93.33%（28 例），两组对比（χ2=8.164，
P＜0.05）。 

2.3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 
对照组日常功能（62.48±2.16）分、情绪反应

（64.85±3.54）分、躯体功能（65.94±3.65）分、家庭和

谐（66.52±3.26）分、不良反应（63.42±4.13）分；观察

组日常功能（89.67±2.57）分、情绪反应（87.15±3.74）
分、躯体功能（86.35±3.27）分、家庭和谐（85.26±3.58）
分、不良反应（88.95±3.19）分，两组对比（P＜0.05）。 

3 讨论 
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和提升，脊柱外科

手术的技术也不断地成熟，已成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等疾病的常用的治疗方法，但该手术的创伤性比较大、

术后卧床休息的时间比较长，在围术期容易有较多并

发症出现，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术后恢复[5]。最常

见并发症之一就是 DVT，导致患者肢体发生肿胀，严

重者出现水疱甚至是肺栓塞等，对患者的生命安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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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严重的威胁[6]。DVT 发生主要是各种病理结构发

生变化，一是患者神经发生了损害，导致患者的肢体功

能丧失，使其肢体一直需要进行静止的姿势，导致血液

的流动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影响了患者病情的康复[7]。

二是未进行有效的运动锻炼，患者由于自身的病情导

致其心态受到影响，使其不能很好地配合进行护理，护

理人员应指导患者进行适当的锻炼，使其自身的抗病

能力得到提高，使 DVT 的风险得到有效地降低[8]。三

是患者以往的疾病中有 DVT 的出现，导致其血液一直

处于较为凝固的状况下，其主要是由于外科受到了损

伤或外科治疗的不规范性的操作导致，是 DVT 形成的

最主要的原因[9]。因此，应对围术期脊柱外科患者实行

针对性的护理干预预防 DVT 的出现[10]。 
有效的护理干预主要从患者的日常、心理、康复训

练等方面对患者进行全面细致的护理，使患者的 DVT
的发生得到有效的控制。组建护理干预小组，对护理人

员进行疾病相关知识和护理方面的培训，对患者的个

人状况进行细致地评估制定相应的护理干预方案，并

对其进行疾病知识和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的详细讲解，

对患者的心理和饮食等进行相应的护理，使患者的依

从性得到有效的提升。手术中维持患者的血液流畅度，

对患者的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并在术后进行适当的

运动等，使患者的 DVT 发生率有效降低，提升患者的

生活质量和治愈效果。本文显示，观察组各方面的指标

比对照组更优（P＜0.05），说明对脊柱外科患者围手

术期实行有效的护理干预对预防 DVT 效果显著。 
综上，对脊柱外科患者围手术期实行有效的护理

干预能够使 DVT 的出现得到有效地控制和预防，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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