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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综合康复护理对长期卧床老年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影响 

王 琴，苏 燕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目的 基于综合康复护理对长期卧床老年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影响。方法 在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期间选择（96）例因长期卧床的老年病人，参与本次调研病人均接受对症治疗与护理，按照护理干预方

案将病人归纳为 2 个小组，每组所纳入例数为（48）例，按照护理方案分别命名为常规组、研究组，常规组所采

用的护理方案为常规护理，研究组则采用综合康复护理。总结与探究 2 种护理方案实施效果。结果 常规组护理

满意评分结果与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相比较低，经过对照存在差异，（P<0.05）。护理后常规组大腿周径、

小腿周径仍大于研究组，经对照存在差异，（P<0.05）。且护理后常规组 SDS 评分结果、SAS 评分结果有所降

低，与护理前对照存在差异，（P<0.05）。护理后研究组 SDS 评分结果、SAS 评分结果有所降低，与护理前对照

存在差异，（P<0.05）。结论 基于综合康复护理对长期卧床老年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可起到预防的作用，此方案

值得临床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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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Based on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lower limb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long-term bedridden elderly patients. Methods During the period of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1, 96 
cases of long-term bedridden elderly patients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and all the patients received 
symptomatic treatment and nursing care, and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programme, the patients were grouped 
into two groups, and the number of cases included in each group was 48, and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programme, the 
patients were named as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research group respectively, and the nursing programme adopted in the 
routine group was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that in the research group was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re. The 
nursing programme used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as conventional nursing care and in the research group,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re was used. The results of the two nursing programmes were summarized and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nursing care satisfaction score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search group, and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the control (P<0.05). Thigh circumference and calf circumference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ere still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research group after nursing, and there was a difference after control, (P<0.05). And the SDS score 
results and SAS score results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 decreased after care, and the difference existed with the control 
before care, (P<0.05). The SDS score results and SAS scor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reduced after nursing, and 
there was a difference with the pre-nursing control, (P<0.05).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for long-term bedridden elderly patients lower extremity deep vein thrombosis can play a preventive role, this 
programme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Keywords】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Long-term; bedridden; Elderly; Lower extremity deep v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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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患者由于骨科手术、中风后偏瘫等原因，下肢

活动能力经常出现问题，需要长时间卧床休息，但长期

卧床的老年人容易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下肢深

静脉血栓形成是一种由患者深静脉血液异常凝固引起

的下肢静脉反流疾病。如果不及早治疗，由于自身复杂

的疾病等因素，会加重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难度，难以表

现出临床症状和具体特征。严重的人容易发生肺栓塞、

疾病和死亡，从而严重威胁到患者的身体健康长者及

长期卧床。因此，重要的是采取防御措施的有效、下肢

深静脉血栓形成。过去，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主要

是通过密切监测和抬高下肢来实现的。然而，传统的治

疗方法比较简单，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效果较差。需

要一项综合护理预防方案。综合护理预防计划是一种

更科学、更全面、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方法，建立在传

统护理措施的基础上，促进长期卧床老人的康复。为了

更好的护理病人，我科室采用了综合护理与常规护理 2
种方案，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期间选择（96）例因

长期卧床的老年病人，参与本次调研病人均接受对症

治疗与护理，按照护理干预方案将病人归纳为 2 个小

组，每组所纳入例数为（48）例，按照护理方案分别命

名为常规组、研究组。常规组（48）例病人中，男者（23）
例、女者（25）例，年龄最低者为（61）岁，最高者为

（70）岁，中位年龄为（65.21）岁。研究组（48）例

病人中，男者（24）例、女者（24）例，年龄最低者为

（62）岁，最高者为（71）岁，中位年龄为（66.22）
岁。病人与病人之间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常规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常规护理，即为常规

护理干预。 
研究组则采用综合康复护理：第一进行延续性护

理：提醒病人、病人家属的监督来改善病人饮食干预，

减少肉类消费和油，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避免强迫马

鞍、自由和在必要时，保持大便腹泻剂给患者进行管

理。同时要注意保持患者皮肤的完整性，穿柔软的衣

服，保持床单的清洁和整洁，避免压疮的形成，在骨突

出处施加减压。第二进行用药护理：对于老年长期卧床

或是使用抗凝药物的老年病人，要加强劳动管理、全面

实施确定的高危人群，促进监督和依从或药物，避免出

现严重的出血事件，做一个认真和细致的观察。第三避

免流血，加强宣传引导合理：床病人的护士主动或被动

的腿部，指导患者在运动再卧床近端血栓患者应绝对

禁止或挤压患肢的按摩，避免膝盖，突然脱落，避免血

栓形成的严谨与热获利。建议患者下肢压力泵的顺序

执行，加压的弹性袜等等，按照医生的指导，以便减少

下肢循环停滞问题，揭开深静脉中的血流量和流速的

下肢血管并清空。第四对病人进行健康教育护士：老年

患者长期卧床上护送其形象生动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形

成及病人有关的预防措施，并通过发放教科书和动画

视频，深化成瘾的患者，对病人的心理卫生专业人员，

满足病人的合理化。 
1.3 观察指标 
指标观察：（1）护理满意评分结果对照：采用评

分方式进行评价，总得分值越高说明病人对于本次护

理满意程度越高，此评分问卷为我院自设问卷，总得分

值为百分。（2）大、小腿周径：从护理前、护理后进

行对照。（3）情绪反应：从护理前、护理后进行对照，

采用 SDS、SAS 评分量表进行评价，总得分值越高说

明病人情绪反应越重。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软件（22.0 版本），计数资料（率）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 ）行 t 检验，P<0.05 时存

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常规组、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对照 
常规组：（48）例纳入调研病人，向病人发放与回

收（48）份有效问卷，经统计病人满意本次护理，给予

（80.11±1.12）分；研究组：（48）例纳入调研病人，

向病人发放与回收（48）份有效问卷，经统计病人满意

本次护理，给予（90.09±1.02）分。常规组护理满意评

分结果与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相比较低，经过对

照存在差异，（P<0.05）。 
2.2 常规组、研究组大、小腿周径对照 
（1）常规组、研究组大、小腿周径对照 
常规组：大腿周径为（14.56±1.52）cm、小腿周

径为（7.26±0.72）cm；研究组：大腿周径为（14.57±
1.53）cm、小腿周径为（7.27±0.73）cm。常规组护理

前大腿周径、小腿周径与研究组护理前大腿周径、小腿

周径相比并无明显差异，（P>0.05）。 
（2）常规组、研究组大、小腿周径对照 
常规组：大腿周径为（13.96±1.32）cm、小腿周

径为（6.31±0.61）cm；研究组：大腿周径为（11.19±
1.21）cm、小腿周径为（5.31±0.49）cm。护理后常规

组大腿周径、小腿周径明显减少，与护理前对照存在明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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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差异，（P<0.05）；护理后研究组大腿周径、小腿周

径明显减少，与护理前对照存在明显差异，（P<0.05）。
护理后常规组大腿周径、小腿周径仍大于研究组，经对

照存在差异，（P<0.05）。 
2.3 常规组、研究组情绪反应对照 
（1）护理前常规组、研究组情绪反应对照 
常规组：（48）例病人，护理前病人 SDS 评分结

果为（65.58±12.55）分、SAS 评分结果为（63.25±
11.32）分；研究组：（48）例病人，护理前病人 SDS
评分结果为（65.59±12.56）分、SAS 评分结果为（63.26
±11.33）分。护理前常规组 SDS 评分结果、SAS 评分

结果与研究组对照并无明显差异，（P>0.05）。 
（2）护理后常规组、研究组情绪反应对照 
常规组：（48）例病人，护理前病人 SDS 评分结

果为（48.37±10.04）分、SAS 评分结果为（49.63±9.96）
分；研究组：（48）例病人，护理前病人 SDS 评分结

果为（41.32±9.21）分、SAS 评分结果为（40.60±8.82）
分。护理后常规组 SDS 评分结果、SAS 评分结果有所

降低，与护理前对照存在差异，（P<0.05）。护理后研

究组 SDS 评分结果、SAS 评分结果有所降低，与护理

前对照存在差异，（P<0.05）。 
3 讨论 
静脉受伤、血流瘀滞和血液成分改变均会形成静

脉血栓。因为久病卧床造成血流缓慢、瘀滞，引起静脉

血栓；患者制动活动受限，使得血小板增高以及粘附性

增强，导致血栓素升高，血小板聚集，血管收缩，血栓

形成。卧床加上输液损伤静脉，结果静脉内膜下基膜以

及结缔组织中的胶原暴露，血小板就会发生聚集，形成

血栓。 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包括癌症、急性内科病、

手术、创伤、制动、肥胖、炎症性疾病、感染、激素治

疗、妊娠（特别是产褥期）、长途旅行、近期住院、抗

磷脂综合征。 
下肢静脉血栓形成作为一种手术并发症，近年来

发病率较高。下肢静脉血栓更容易导致下肢部分或全

部功能丧失，更严重的是肺栓塞，这可能对人的安全造

成严重影响。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对下肢深静脉血

栓病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通常情况下临床所采用的

护理方案为常规护理，这种护理方案虽然有效但作用

不太理想。为了提高护理质量，我科室采用了综合护理

方案。综合护理方案在实施中，通过综合治疗对早期干

预正常运作并体现了细致的护理以及针对有关精细，

升起一个疑问，病人的治疗和护理，满足合规产生重

大、改善知识，对于疾病的可能，从而确保实效显著的

保健，其调整以获得显著改善。此外，它针对静脉曲张、

肥胖以及有血栓倾向的患者可以给予特别的关注，为

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给予帮助。而有效实施术后

功能锻炼可有效改善患者凝血状态。期间通过康复运

动的干预，可以有效提高机体的凝血指标水平，因为血

液粘度可以有效降低，血液循环大大改善，血液流动有

效加速。本次调研结果证实：常规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

与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相比较低，经过对照存在

差异，（P<0.05）。护理后常规组大腿周径、小腿周径

仍大于研究组，经对照存在差异，（P<0.05）。且护理

后常规组 SDS 评分结果、SAS 评分结果有所降低，与

护理前对照存在差异，（P<0.05）。护理后研究组 SDS
评分结果、SAS 评分结果有所降低，与护理前对照存

在差异，（P<0.05）。说明研究组所采用护理方案更为

理想。 
综上所述：基于综合康复护理对长期卧床老年患

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可起到预防的作用，此方案值得临

床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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