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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质量敏感性指标监测管理在骨科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效果 

周 菊 

昆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苏州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护理质量敏感性指标监测管理在骨科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效果。方法 将我院 80
例骨科患者按照护理模式不同分为 40 人一组，观察组应用护理质量敏感性指标监测管理、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

对比两组 VTE 发生率和相关护理质量评分差异。结果 观察组无 VTE 发生，护理满意度 92.50%（37/40），均好

于对照组 5.00%（2/40）、75.00%（30/40），统计差异明显（P＜0.05）。同时观察组 VTE 预防护理质量各项评

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骨科应用护理质量敏感性指标监测管理制度，能明显降低患者形成下肢深静

脉血栓，提高护理质量的同时患者满意度也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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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ursing quality sensitivity index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n prevention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orthoped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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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nursing quality 
sensitivity index in the prevention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orthopedic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0 orthopedic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a group of 40 patient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nitored by nursing quality sensitivity index,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incidence of VTE and related nursing quality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No VTE 
occurred in the observed group,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92.50% (37 / 40), which was better than the 5.00% (2/ 
40) and 75.00% (30 / 40)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0.05). All the quality of 
VTE preventive car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quality 
sensitivity index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in orthopedic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formation of lower limb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nursing quality of patients at the same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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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手术后常见下肢深静脉血栓并发症患者，该

病是由于下肢静脉血液凝结于造成堵塞，发生下肢深

静脉血栓可能引发下肢水肿、淤滞性溃疡等症状，临

床致残率极高。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主要与静脉血液

流动缓慢、静脉壁的损伤、血液高凝状态者三大要素

有直接关系。下肢深静脉血栓不及时进行治疗可引发

肢体坏死，严重者形成肺栓塞危及生命[1]。临床实施护

理干预能降低患者术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风险，但

有效的护理措施应以高品质护理为主，进行全方位多

角度的护理干预策略。而护理质量敏感性指标是指检

测护士工作的测评，明确标准的护理质量控制指标，

能为提高护理质量确保标准提高护理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筛选 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治疗的 80 例患者。

观察组 40 例，年龄 20～80 岁之间，平均年龄（56.18
±5.17）岁，男女比例 21：19。对照组 40 例，年龄范

围 21～79 岁，均龄（57.45±7.38）岁，男性 23 例，

女性 27 例。患者一般资差异（P＞0.05），具备可比性。 
纳入标准：患者意识清醒能正常沟通，超声检查

VTE 阳性。 
排除标准：血液疾病、精神障碍、交流障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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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能参加。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管理。 
观察组护理质量敏感性指标监测管理：首先制定

分层级护理管理制度，依照骨科护理人员条件划分为

四层实施，从护理工作人员学历、从业年限、职称等

进行综合分析，等级高代表层级高。其次将在层级护

理人员选出队长，对每一个层级护理人员开展护理工

作重点培训，培训过程中明确每个岗位人员职责，培

训结束之后进行实效性考核，考核个人能力与团队协

作能力[2]。同时对骨科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护理

人员操作技能、护士出勤率、护理失误等事件发生情

况进行统计，进行职称评定、晋升期间需要将考核结

果进行参照。对骨科不同层级护理人员进行动态管理，

若护理人员工作责任心强、工作能力出众，可以上升

更高层级，反之予以下降至最低层次。现场质量控制

强化骨科护理监督检查工作，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推

动各类质量管理的实施，将护理质量标准落实到临床

护理工作中，确保各环节的护理质量，查房期间检查

护理人员对并发症进行干预的效果，可以进行现场指

导强化专科护理力度[3]。对接受大手术治疗患者术后初

级护理进行讨论，分析病情制订护理方案，对护理方

案落实情况全程监督指导，观察所提出的护理问题是

否全面，护理措施是否产妇落实到位等。 
物理预防措施包括：早期功能训练、微型电脑下

肢关节被动训练器、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弹力袜四个

方面[4]。患者术后早期进行功能锻炼，是减少形成术后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关键举措，通过指导患者锻炼肢踝

关节、屈曲、股四头肌、小腿肌伸缩促进下肢血液回

流，若患者不能自主锻炼或自主锻炼受阻可由家属辅

助进行，同时也可以指导家属按摩下肢腓肠肌、比目

鱼肌加快血液回流。下肢关节被动训练器，主要用来

训练关节活动障碍患者，其根据人体不同部位关节的

特点对手腕关节、肩肘关节、膝踝髋等进行训练，改

善患者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增强肌力恢复关节活动

能力[5]。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可减少术后髋、膝关节形成

血栓，通过多腔体充气气囊有规律地充气，挤压、放

气促进静脉回流增加血流速度，提高代谢保持体内环

境。空气波压力治疗仪还能通过脉冲冲击足底静脉，

使静脉血流流速加快，改善血压循环又不会增加术后

出血量，操作时患者保持平卧体位伸直下肢，脉冲压

力设置为 6-10KPa 或遵医嘱进行调整，每天两次保持

30min 为宜，骨科术后患者使用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可降

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概率[6]。弹力袜依据人体生理学

原理设计，在踝部、大腿根部形成不同压力，促进下

肢静脉血流速度，但此方法对固定石膏患者不适用[7]。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 VTE 发生率，以及预防护理质量各项评

分和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4.0 分析处理，计量均值（x±s）表

示，计数资%表示，t 检验。P>0.05 为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两组 VTE 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无 VTE 发生，对照组 VTE 发生率 5.00%

（2/40），数值差异包含统计意义（P＜0.05）。详细

数据见下表。 
2.2 两组 VTE 预防专科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观察组 VTE 预防专科护理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备统计含义（P<0.05）。详细数据见下表。 
2.3 两组护理满意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满意率高于对照组，统计差异显著

（P<0.05）。详细数据见下表。 
3 讨论 
骨科是临床重要科室之一，骨科临床中骨折患者

占据大部分比例，骨折是指骨结构发生断裂。骨折患

者接受治疗愈合期间临床护理质量非常关键，由于常

规护理管理欠缺对护理人员的管理，导致护理人员技

术水平参差不齐，给予患者日常生活护理、病房管理

等效果较差。 
本文遵循计划、执行、检查、处置环节循环护理，

分析患者术后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原因与护理环节

存在的相关问题，制定护理计划予以措施[8]。严格落实

护理计划确保护理工作有序开展，总结过程中的优缺

点明确护理效果，将护理方法制定成标准在护理工作

予以执行，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归纳，在下一次

PDCA 循环中给予改进，降低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

发生[9]。当静脉血栓等相关并发症发生时护理管控小组

及时分析原因，提出有针对性整改建议，减少护理不

当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持续发生，PDCA 循环体系结合

护理工作的各个环节，利于发现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促进患者快速恢复，提

高预后恢复效果[10]。文中结果显示，观察组 VTE 预防

专科护理质量各项评分较好，均高于对照组，且此组

无 VTE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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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护理预防专科护理质量评分、VTE 发生率、护理满意率比较（x±s） 

项目 观察组（n=40） 对照组（n=40） 

沟通能力 94.52±4.33 81.86±4.28 

工作流程 95.75±4.36 82.44±4.86 

病房管理 95.33±4.12 81.35±4.77 

风险评估正确 97.89±3.82 81.28±4.29 

健康宣教知晓 92.53±4.38 74.29±3.86 

物理预防措施落实 98.76±3.29 74.30±3.801 

护士 VTE 相关知识技能合格 97.38±4.30 75.84±3.85 

VTE 发生率 0（0/40） 5.00%（2/40） 

护理满意度 92.50%（37/40） 75.00%（30/40） 

 
而对照组 VTE 发生率 5.00%（2/40），且护理满

意度 92.50%（37/40）高于对照组 75.00%（30/40），

这与预防护理敏感指标的指导干预有直接关系，护理

人员评估 VTE 风险，通过物理、药物预防、健康宣教、

VTE 预防等方式提升护理质量，准确识别 VTE 高危人

群落实各项护理干预措施，降低了 VTE 发生率，使患

者能够早期预防，进而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程

度。 
综上所述，护理质量敏感性指标监测管理干预通

过积极培训，可提升医护人员专业技能，为患者提供

优质的服务，降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进而

获取患者较高护理满意度，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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