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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在脊柱骨科术后患者深静脉血栓形成中的应用效果

戴 荣，商 燕

溧水区人民医院 江苏南京

【摘要】目的 分析在脊柱骨科术后患者中实施预见性护理对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效果。方法 此次研究

病例筛选 2022年 1月-2022年 12月期间脊柱骨科手术患者 160例，将入选的患者通过电脑随机选取法分成两组

开展护理研究，组别包括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中患者人数为 80例，两组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治疗期间给予

对照组常规护理，给予观察组预见性护理干预，详细对比两组最终获得的护理效果。结果 护理后两组各项指标

结果对比显示，观察组的护理管理质量和患者依从性与对照组相比显著提升，患者的凝血功能控制效果均优于

对照组，术后患者疼痛程度轻于对照组，下床活动时间和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深静脉血栓形成率低于对照

组，（P<0.05）。结论 在脊柱骨科手术患者中开展预见性护理干预，可有效提高临床护理管理质量，增强患者的

依从性，减轻患者的疼痛程度，减少深静脉血栓形成率，促进患者术后身体恢复效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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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foresight care on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spinal orthopedic

patients. Methods the study case screening during January 2022-20220 spinal orthopedic surgery patients 160 cases,

selected patients by computer random selection method i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for nursing research, group including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is 80 patients,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ceive

surgical treatment, treatment during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care, give observation group predictable nursing

intervention, detailed comparison of the two groups eventually get nursing effect. Results after the two groups, the

quality of nursing management and patient complia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agulation function control effect of patients a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ostoperative pain is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activity time and hospital time are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eep venous

thrombosis rate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 Fore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orthopedic surger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management, enhance patient

compliance, reduce patient pain, reduce deep vein thrombosis rate,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postoperative physical

recovery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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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静脉血栓形成属于脊柱骨科术后患者一种常见

的并发症，其发生因素主要是由于骨创伤及手术后造

成的严重疼痛、下肢功能障碍、麻醉药物刺激、术后

肢体制动以及卧床休养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机体血液循

环减慢，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出现凝血功能障碍[1-2]，

该并发症的发生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术后身体恢复效率，

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增加患者的病痛折磨以及经济

负担[3]。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脊柱骨科患者术后深

静脉血栓形成预防措施。为此，本文笔者详细分析了

预见性护理与常规护理在脊柱骨科术后患者护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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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用效果，具体详情见下文叙述：

1 临床资料与护理方法

1.1基础资料

随机抽取 2022年 1月至 2022年 12月期间在我医

院脊柱骨科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 160例，运用电脑随

机选取方式将入选的病例划分为观察组 80 例和对照

组 80例，对照组患者分为男性 45例、女性 35例，入

选患者年龄范围在 28 岁～79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53.50±3.30）岁，观察组患者比例为 44例、36例，

患者入选年龄为 28岁～78岁，年龄均值为（53.00±3.20）

岁；两组患者临床基础资料对比后显示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备可比性。

1.2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治疗期间对照组行常

规护理配合；观察组患者采取预见性护理干预，①加

强风险评估：首先护理人员详细评估患者存在的凝血

功能障碍风险，总结分析以往护理管理中常见的风险

问题，根据分析总结结果制定出合理性的管理方案。

②认知教育：通过 1对 1的讲解，导致患者术后下肢

静脉血栓形成的因素、相关注意事项以及护理方法，

并通过视频播放以及微信平台推广等方式，进一步提

高患者健康知识掌握度，增强患者的依从性。③术后

疼痛管理：同时每晚睡前可在患者床头周边区域挤压

柠檬汁，能够促进睡眠，护理人员通过语言引导和肢

体按摩使患者的肌肉放松，另外采用香薰疗法使患者

身心愉悦，减轻患者病痛折磨以及提高睡眠质量的目

的。④术后护理：术后为患者调整正确体位，确保各

环节达到无菌操作标准；并要定期进行体位调整和肢

体按摩。将肢体适当抬高，密切观察患者的各项指标

变化，定期进行凝血功能检测，给予针对性的抗凝预

防。对患者采取压力泵治疗仪干预，严格按照治疗仪

说明书进行操作，为患者选择适合的充气腿保护套，

合理控制充气压力值，从脚、小腿、膝盖至大腿按顺

序进行反复加压及释放压力，每次干预 30分钟，每日

干预两次。同时在压力泵治疗期间要配合踝泵运动、

背伸、脚趾屈伸、内翻和外翻循环运动，通过压力泵

治疗仪以及合理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减少静脉血栓发

生[4]。

1.3观察指标

①将两组护理管理质量、患者依从性使用调查问

卷表评价，每一项指标的满分值为 10分，获取分值越

高表示指标越好。②将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凝血功能各

指标进行检测对比，掌握患者凝血功能变化。③两组

患者护理后的疼痛程度运用视觉模拟（VAS）量表评

定，满分值 10分，最终得分越高则证实疼痛越重。④

记录对比两组患者术后的下床活动时间和下肢深静脉

血栓发生率。

1.4统计学分析方法

文中研究数据采用 SPSS20.0统计学软件，两组计

量数据描述运用（χ±s）处理以及 t检验，计数指标处

理使用 n（%）描述和χ²检验，当最终数据结果对比后

达到统计学意义运用 P＜0.05表示。

2 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各指标结果对比显示（P＞

0.05）；护理后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护理管理质量与

患者护理治疗依从性均显著提升，患者疼痛程度明显

减轻，下床活动时间显著缩短，最终患者静脉血栓形

成率较低，（P＜0.05），见表 1、表 2。

表 1 两组指标对比详情（χ±s、%）

分组 n
护理管理质量/分 护理治疗依从性/分 疼痛程度/分

下床活动时间

/h

静脉血栓形成

/%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后 实施后 实施后

观察组 80 6.2±0.6 9.6±0.5 6.2±0.8 9.5±0.5 3.4±0.5 2.3±0.3 8（10.0）

对照组 80 6.3±0.7 8.6±0.3 6.1±0.7 8.9±0.4 5.2±0.9 4.5±0.6 18（22.5）

t/χ²值 0.9701 15.3393 0.8414 8.3811 15.6374 29.3333 4.5924

P值 0.3335 0.0000 0.4014 0.0000 0.0000 0.0000 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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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凝血功能指标对比详情（χ±s）

分组 n
TT（s） PT（s） APTT（s）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观察组 80 11.3±1.5 11.8±2.0 11.8±1.2 11.4±1.5 35.5±2.3 35.9±2.5

对照组 80 11.5±1.9 9.5±1.8 11.7±1.1 9.8±1.0 35.4±2.2 30.4±2.1

t值 0.7389 7.6454 0.5494 7.9382 0.2810 15.0670

P值 0.4610 0.0000 0.5835 0.0000 0.7791 0.0000

3 讨论

脊柱骨折是一种高发的骨折类型，且多见男性青

壮年群体，骨折后所产生的剧烈疼痛以及腰椎功能障

碍，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目前临床

针对该病主要采取手术治疗，但由于手术存在的创伤

性过大，术后患者需要较长时间卧床休养，同时受到

麻醉药物刺激以及手术期间肢体制动等诸多因素影响，

会导致患者的下肢血液循环减慢，从而会出现凝血功

能障碍，而引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所以需要进一

步加强对脊柱骨科手术患者术后护理干预力度[5-7]。为

此，我院对其患者手术治疗期间开展了预见性护理干

预，且最终获得了较好的护理效果。此管理措施主要

是通过加强风险评估，及时掌握患者存在的各类风险

因素，对患者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指导和情绪安抚工作，

增强患者认知度及配合度，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术

后通过加强对患者的凝血功能指标监测、疼痛管理、

体位管理以及压力泵治疗干预，可有效提高患者术后

身心舒适度，减轻患者的疼痛程度，确保患者肢体血

液循环通畅，最终减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率[8-10]。

综上所述，将预见性护理干预应用于脊柱骨科手

术患者护理管理中，对于提升临床护理服务质量、增

强患者依从性、减轻患者病痛折磨、减少术后深静脉

血栓形成以及提高身体恢复效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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