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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全方面护理干预对预防骨科术后卧床患者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性

程 锦，吴晓娟

合阳县医院 陕西渭南

【摘要】目的 文章对全方面护理干预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在骨科术后卧床患者护理中对下肢深静脉血

栓形成的价值。方法 将我院 2021年 1月-2022年 1月 100例骨科进行手术的患者通过电脑盲选均分两组施

以不同的护理干预，经患者自愿同意以及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展开研究，研究组全方面护理，参照组常规护

理，观察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心理情绪评分、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护理满意度等，同时利用统计

学方法进行数据对比，分析临床应用措施的有效性及价值。结果 护理后研究组 VS 参照组：生活质量评分

（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躯体功能）P＜0.05；SAS 评分、SDS 评分 P＜0.05；下肢深静脉血栓

发生率研究组 1（2.00%）VS 参照组 12（24.00%）P＜0.05；研究组 50（100.00%）VS 参照组 39（78.00%）

P＜0.05；组间研究组各项情况对比均好于参照组，本次统计学研究成立。护理前：研究组 VS 参照组，生

活质量评分、SAS 评分、SDS 评分 P＞0.05，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骨科术后卧床患者护理中施

以全面护理干预可提升临床护理质量，有效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几率，进而提升生活质量，令患者不

良情绪得到显著缓解，促使治疗安全性得到保障，效果获得患者满意，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关键词】全方面护理；骨科；下肢深静脉血栓；护理效果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all-aroun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reventing deep vein thrombosis of lower

limbs in bed ridden patients after orthopedic surgery

Jin Cheng, Xiaojuan Wu

Heyang County Hospital Shaanxi Weinan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ll aspect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explore its value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lying in bed after orthopedic surgery for lower limb deep vein thrombosis. Methods 100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pedic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rough computer blind selection for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s.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 after the
voluntary consent of the patients and the approval of the ethics committee.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all aspects of
nursing care, while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scores, the incidence of lower limb deep vein thrombosi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t the same time, 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used for data comparison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and value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measures. Results Postnursing study group vs reference group: life quality scor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psychologic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physical function) P<0.05;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lower limb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study group 1 (2.00%) vs control group 12
(24.00%) (P<0.05); 50 (100.00%) in study group vs 39 (78.00%) in reference group (P<0.05); All condi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is statistical study was established. Before nursing:
the study group vs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life quality score, SAS score, SDS score P>0.05, there wa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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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Conclusion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lying in bed after orthopedic surgery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of lower limbs, and the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so that the patients' bad
mood can be significantly relieved, the safety of treatment can be guaranteed, and the effect can be satisfied with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 words】All sided nursing; Orthopedics; Lower extremity deep vein thrombosis; Nursing effect

深静脉血栓形成临床上常发生在患者的下肢，是由

于深静脉腔内的血液凝结异常所致。但在下肢深静脉血

栓早期，症状并不明显，甚至部分血栓会自然溶解，但

血栓一旦脱落，就会引起心、脑、肺等重要器官的栓塞
[1]。一般骨科手术患者需要长期卧床休息，这增加了下

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临床一旦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

会对临床治疗效果造成严重影响，同时患者生活质量及

心理情绪均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2]。因此对患者围术期

行有效的护理干预非常重要，通过护理干预来提升患者

临床治疗舒适度，提升生活质量。对此，文章对全方面

护理干预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在骨科术后卧床患者护理

中对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价值，并将我院 2021年 1
月-2022年 1月 100例骨科进行手术的患者作为本次研

究对象，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21年 1月-2022年 1月 100例骨科进行

手术的患者通过电脑盲选均分两组施以不同的护理干

预，各组资料分别为：研究组中，男女患者各占比 26：
24（52.00%：48.00%），年龄范围 33-61岁，年龄平均

值（47.33±2.17）岁；参照组中，男女患者各占比 27：
23（54.00%：46.00%），年龄范围 30-60岁，年龄平均

值（45.53±2.28）岁；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此次研究活

动，并予以审批。基础资料输入统计学系统，处理后 P
＞0.05，满足分组研究条件。

1.2方法

参照组：院内常规基础护理。

研究组：全方面护理。① 术前护理：对患者病情

进行评估，讲解正确疾病知识，并对其正确宣教防止下

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知识，消除其错误认知。术前心理护

理对于充分尊重患者，加强对患者隐私的保护至关重要。

积极给予患者鼓励,分享成功案例的治疗,提高患者治疗

的信心[3]。通过对患者进行心理情绪干扰，可减轻患者

心理压力，消除其不良负面情绪，并引导患者以良好的

态度接受治疗，确保积极配合医疗，预防不良事件发生，

促使治疗效果得到保证。提前告知手术方式、操作流程、

手术效果、注意事项等，以及相关并发症，并做好预防

工作。② 术中护理：术中为确保手术顺利进行，护理

期间医护患三者相互配合。时刻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关

注患者情绪，如有异常及时疏导，消除患者紧张、恐惧

的心理。主治医师严重遵照手术流程，确保手术成功[4]。

③ 术后护理：对患者术后下肢情况进行监测，观察其

下肢变化。加强运动、用药、饮食等方面的护理。医护

人员为患者制定有针对性的锻炼措施，鼓励患者多进行

简单的体育活动，然后由易到难逐步深入锻炼，不要过

度锻炼。指导患者在床上进行腓肠肌挤压、踝关节泵动

等功能性锻炼[5]。遵医嘱给患者服用预防深静脉血栓形

成的药物，并耐心向患者说明药物的疗效和重要性。术

后 12小时给予适当口服抗凝药物及相应的低分子肝素

钙注射液。为患者提供饮食指导，制定有利于病情康复

的健康食谱，保证营养丰富，摄入均衡[6]。

1.3判定标准

观察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生理功能、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躯体功能）、心理情绪评分（SAS、SDS）、
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护理满意度等，同时利用统计

学方法进行数据对比，分析临床应用措施的有效性及价

值[7]。

1.4统计学方法

纳入此次研究中的 100例患者涉及到的计量资料

数据都行 t值来进行检验 ，（χ±s）、（n%）表示，组间

比对用单因素方差来检验，两组所有数据均采用统计学

软 SPSS20.0来计算，显示 P＜0.05，说明此次纳入研究

的数据之间有明显差别，可以进行此次试验统计学对比，

若无意义时，则会显示出 P值超过 0.05。
2 结果

2.2调查统计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n=50），如

下：

研究组中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 1例，占比（2.00%），

其中有低风险患者 40 例（80.00%）、中风险 9 例

（18.00%）；参照组中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 12例，占

比（24.00%），其中有低风险患者 22例（44.00%）、中

风险 16例（32.00%），研究组VS参照组，数据间差异

明显（P＜0.05）。
2.3两组满意度测评（n=50），如下：

研究组VS参照组，总满意率 50（100.00%）VS39
（78.00%）；一般满意率 18（36.00%）VS 26（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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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满意率 32（64.00%）VS 13（26.00%）；不满意率

0（0.00%）VS 11（22.00%）；数据间差异明显（P＜0.05）。
3 讨论

深静脉血栓形成后，可能出现继发性皮炎、下肢水

肿、色素沉着、继发性静脉曲张、溃疡等，会对患者的

日常生活、健康甚至生命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8]。血流

缓慢、血液高凝和静脉壁损伤是医学公认的深静脉血栓

形成的三个主要因素。一般骨科患者在手术治疗后会出

现疼痛、肿胀等不适，深静脉血栓形成是常见而严重的

并发症之一，是由于患者静脉回流受阻造成的。因此，

为防止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临床应对骨科患者术后进

行积极有效的护理[9]。常规的护理方法往往只对疾病有

足够的重视，忽略了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预防，无法

满足患者临床需求，无法很大程度的避免下肢深静脉血

栓的形成，甚至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所获得的治

疗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需在术前、术中、术后

对患者进行全方面护理干预，包括针对性健康教育、心

理护理、知识教育、疼痛护理、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

成等护理干预[10]。

综上所述，在骨科术后卧床患者护理中施以全面护

理干预可提升临床护理质量，有效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

形成几率，进而提升生活质量，令患者不良情绪得到显

著缓解，促使治疗安全性得到保障，效果获得患者满意，

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表 1 对比两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以及患者心理情绪评分（χ±s）

研究组（n=50） 参照组（n=50）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生理功能 53.23±2.58 82.65±2.49 53.55±2.64 70.47±2.28

心理功能 62.45±2.12 83.48±2.41 62.73±2.17 72.69±2.55

社会功能 60.63±2.35 83.45±2.26 60.28±2.67 70.45±2.38

躯体功能 62.72±2.27 80.51±2.39 62.33±2.49 69.64±2.41

SAS 62.08±2.19 35.36±2.07 62.28±2.04 45.33±2.32

SDS 62.37±2.42 49.64±2.72 62.40±2.51 46.5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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