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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联合常规方法在剖宫产后下肢静脉血栓效果分析 

水清艳，王维娇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甘肃兰州 

【摘要】目的 实验将针对剖宫产后下肢静脉血栓实施预防，采用护理干预联合常规方法，总结护理对

策。方法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我科收治了 80 例剖宫产产妇为调研对象，以盲抽的方式分组，

护理干预联合常规方法（观察组），常规方法（对照组）。对比治疗成果。结果 从数据可见，观察组患者

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为 2.6%，对照组为 17.5%，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此同时，在患者下肢

情况的评分中，观察组在皮肤颜色、温度、肿胀程度、疼痛度上得分更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最后，

观察组产妇产后 24 小时出血量低于对照组，且手术时间与住院时间更短，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护理干预联合常规方法对于剖宫产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显著，有助于防控下肢静脉血栓，给予患

者更好地术后安全护理指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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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methods on venous thrombosis 

of lower extremity after cesarea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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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experiment will be aimed at the prevention of lower limb venous thrombosis after 
cesarean section, us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methods, summarize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our department admitted 80 cases of cesarean 
delive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the way of blind pump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method (observation group), conventional method (control group). Compare treatment outcomes. Results From the 
data, the incidence of lower limb venous thrombosis was 2.6%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17.5%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pariso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Meanwhile, in the score of patients' lower limbs, 
the observation group scored better in skin color, temperature, swelling degree and pain degree,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inally, 24 hours postpartum blood los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peration time and hospital stay were shorter,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methods for cesarean section patients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effect is significant, help to prevent and control lower limb venous thrombosis, give 
patients better postoperative safety nursing guidance,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Nursing intervention; Conventional method; Cesarean section; Venous thrombosis of lower 
extremity 
 

剖宫产产后可能伴有下肢静脉血栓这一并发

症，在生产期间由于产妇受到麻醉因素的影响长，

患者时间卧床，下肢肢体状态未恢复，有可能增加

下肢静脉血栓的发生率[1]。当该并发症逐步显露后，

如果不及时治疗，也会造成患者生活质量下降，甚

至引起肺部栓塞。故，我们要加强对剖宫产产妇的

护理指导，从根本上防控不良事件。鉴于此，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2021 年 6 月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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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期间，我科收治了 80 例剖宫产产妇做本次实

验的对象，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我科收治了 8

0 例剖宫产产妇做本次实验的对象，对照组患者年

龄在 26-37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9.16±1.34）岁；

观察组患者年龄在 27-36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8.
97±2.03）岁。客观比较上述每组资料，达到研究

标准，P＞0.05，无统计学意义。经过医学伦理委员

会批准后开展。 
纳入标准：①患者经过临床诊断符合本次实验

的标准，有剖宫产史；②患者未合并其他严重疾病

及精神疾病；③患者自愿参与实验且签署相关保证

协议；④均为足月分娩。 
排除标准：①有严重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

尿病或者合并其他疾病情况；②患者合并其他严重

疾病或精神疾病；③患者有凝血功能障碍。 
1.2 实验方法 
剖宫产：开展腰硬联合麻醉并指导患者以平卧

位开展手术，在产妇子宫线段的原切口上 2cm 处再

进行一道横向的切口，取出胎儿后剥离胎盘，并将

切口缝合。同时在手术子宫切口的选择上，一定要

避免对膀胱的损伤，尽量在原切口之上。 
对照组为常规方法，在分娩期间重视对手术室

温湿度的调整，协助医师开展对应的护理工作。在

术后为产妇提供舒适的体位，以平躺方式，拿掉睡

枕，在产后一天可指导进行适当锻炼。此外，可指

导患者家属对产妇进行每 30 分钟一次的下肢活动，

如轻轻地将膝关节屈曲对大腿、髋关节、双下肢进

行按摩，可指导进行踝关节的主动运动，包括、足

内外翻动。 
观察组为护理干预联合常规方法，为产妇讲解

疾病健康知识，通过与患者沟通交流了解分娩以及

剖宫产的相关知识，对产妇的基本资料进行整合和

记录。在术后，应该注意观察产妇子宫收缩的状况、

阴道流血量，防止产后出血的发生，询问产妇的感

受，告知产妇应该多加休息，术后 6 小时未见特殊

情况可拔尿管下地活动。此外，加强护理的规范性

操作，特别是在输液中，正确选择穿刺位置，减少

静脉内膜损伤，同时要提升个人护理操作能力。在

使用刺激性药物时，需要通过生理盐水或其他方案

进行稀释，当产妇有炎症反应时，可建立静脉通道。

针对产妇饮食进行指导，包括术前的进食以及术后

的营养加强。随后则为患者提供必要的心理指导，

了解产妇产后情绪状态，告知产妇出院后的注意事

项。 
1.3 评价标准 
记录剖宫产产妇术后下肢静脉血栓的发生率。

同时对下肢症状进行评估，具体涉及皮肤颜色，温

度，疼痛度和肿胀度按照 0~3 分表示程度加重。此

外，将记录产妇产后 24 小时出血量、手术时间、住

院时间等手术围术期指标。 
1.4 统计学方法 
在数据的录入上应当由两人进行数据整理及核

对。采取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 SPSS21.0 进行数

据处理，患者的信息确认无误后，数值变量、无序

分类资料以（x±s）、%表示，x2 检验和 t 检验；组

间对比以 P=0.05 为界值，P＜0.05 则表示差异具备

统计学含义。 
2 结果 
就数据中看，观察组患者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

为 2.6%（1/40），对照组为 17.5%（7/40），对比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此同时，在患者下肢情况的评分中，针对皮

肤颜色、温度、肿胀程度、疼痛度进行评估，结果

反馈观察组得分更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剖宫产产妇下肢症状对比分析（x±s，分） 

组别 颜色 温度 疼痛 肿胀 

对照组（n=40） 2.12±0.23 2.44±0.20 2.49±0.21 2.39±0.30 

观察组（n=40） 1.02±0.12 1.21±0.22 1.25±0.15 1.33±0.19 

t 3.241 6.434 3.275 2.509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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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观察组产妇产后 24 小时出血量低于对照

组，分别为（398.90±51.23）ml 和（434.34±60.45）
ml，对比差异大，且观察组手术时间与住院时间更

短，分别为（45.56±3.98）min 和（4.44±1.08）d，
对照组则为分别为（53.21±4.35）min 和（6.55±1.30）
d，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孕产妇在分娩方式的选

择上，由于不同的原因，更多的人愿意进行剖宫产

手术，但是该方案下发生深静脉血栓的概率更高，

也影响到产妇的术后康复。从引起下肢静脉血栓的

原因上看，与血液的高凝状态有关，同时也与手术

妊娠，分娩长期卧床等均有关联。有学者提出[2]，

产妇在术后应当进行抗凝药物治疗，并采取必要的

活动，进一步促进下肢静脉流通，预防血栓。同时

还要结合必要的护理指导，帮助产妇认识剖宫产及

相关并发症，配合医护人员改善身体状态。 
在护理过程中针对剖宫产产妇实施护理指导，

加强针对性干预具有必要性，通过在术前讲解剖宫

产相关知识，特别是对初产妇而言，要增强力度，

缓解其心理压力。特别是在分娩之后，产妇的身体

状态比较虚弱，要帮助产妇缩短康复周期，对其进

行心理干预，饮食指导，在术后可适当进行下床活

动。要做好围产期与产妇之间的沟通，针对剖宫产

的相关事宜进行讲解，采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进行表

述，对产妇出现的产后焦虑等不良情绪进行缓解，

了解产妇不良情绪产生的根源[3]。在下肢静脉血栓

的预防上，要针对穿刺部位的选择、体位管理、皮

肤情况进行观察，加强下肢腿部的按摩，尽可能地

降低血液高凝状态，做好手术中以及术后的监测。

同时要关注产妇的麻醉后反应，防止由于不同因素

导致的下肢静脉血栓。护理人员在产后护理中要按

照流程执行，最大程度地保障产妇的治疗安全，这

就需要提升个人专业技能和综合能力，对并发症事

件具有预见性[4]。 
当下，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与医学模式的

转变，人们对于护理服务也有了更高的需求，而常

规护理措施内容单一，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简单

向剖宫产产妇讲解分娩知识、指导产妇采取正确的

体位、确保分娩安全等常规护理对策。而结合优质

的护理干预指导，能够重视产妇围产期的各项指标

转变，更重视患者的心理管理，饮食管理，术后并

发症管理。在一系列护理服务改进下，能够有效地

预防下肢静脉血栓[5-7]。结合本次调研可见，观察组

患者的下肢症状情况较优，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低。

产妇在术后的恢复状态和恢复用时更短。 
综上所述，采用护理干预联合常规方法对于剖

宫产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显著，有助于防控下肢静

脉血栓，更好地观察患者下肢情况变化，给予患者

更好地术后安全护理指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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