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临床推广应用的关键(

%*

)

'因此#良好的护理支持是保证溶

栓治疗效果的重要环节#在溶栓治疗过程中应做好术前准备以

缩短患者发病至溶栓治疗时间#加强术后护理#密切观察患者

病情变化#以减少溶栓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治疗的安全#对患者

康复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

C:5#/

静脉溶栓治疗
/!O

安全*有效#而护理人

员应掌握相应护理对策#有助于改善患者早期转归*提高溶栓

率#减少并发症发生#应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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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探讨!

脊髓损伤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综合护理管理效果研究

赵
!

慧!张建梅!蒋红英!杨
!

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中心!成都
)%**1%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脊髓损伤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有效护理管理方案&方法
!

选取
$*%1

年
'

月至
$*%)

年
'

月脊髓损伤

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

-V6

$的
+*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其中对照组
1*

例!干预组
1*

例&在科学治疗的

基础上!对照组仅采用常规护理措施!干预组加用
-V6

综合护理管理方案!比较两组下肢
-V6

的消融和新发情况&结果
!

干预

组
1*

例患者下肢
-V6

全部消融!其中
%)

例患者完全消融!

$1

例患者部分消融#对照组
$)

例患者下肢
-V6

消融!其中
4

例患者

完全消融!

%&

例患者部分消融&两组脊髓损伤患者下肢
-V6

消融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干预组有
%

例患者

新发下肢
-V6

!新发率为
$(,2

#对照组有
%*

例患者新发下肢
-V6

!新发率为
$,(*2

&两组患者下肢
-V6

新发血栓情况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科学治疗的基础上!对并发下肢
-V6

的脊髓损伤患者实行规范性的护理管理方案并辅以

有效的护理措施!可促进其下肢
-V6

的消融!预防新发血栓!有效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关键词"脊髓损伤#

!

深静脉血栓#

!

护理管理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5&1,,

"

$*%4

$

%*5%1&'5*'

!!

深静脉血栓$

-V6

&是指血液在深静脉腔内不正常凝结#

阻塞静脉管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

%5$

)

#好发于下肢'根据第
4

届美国胸科医师协会$

/!!#

&指南#脊髓损伤患者被列为血栓

风险分层的极高危层(

'

)

'

-V6

是脊髓损伤严重的并发症之

一#据统计显示#脊髓损伤后下肢
-V6

的发生率最高可达

%**2

#

,*2

!

+*2

的脊髓损伤患者无临床症状#超过
,*2

的

患者物理检查正常#即使少数有临床表现者亦缺乏特异性#存

在较高的漏诊率和误诊率(

1

)

'

-V6

一旦发生#由此继发的肺

栓塞更是导致患者致残或致死的重要原因(

,

)

'近年来#关于脊

髓损伤患者下肢
-V6

的成因研究颇多#医学界多致力于脊髓

损伤患者下肢
-V6

预防的护理#鲜有对脊髓损伤患者已患有

下肢
-V6

的有效护理管理方案'本科对并发下肢
-V6

的脊

髓损伤患者采用综合护理管理方案#干预其下肢
-V6

#取得良

好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科
$*%1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脊髓损伤并发下肢
-V6+*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1

岁#平均$

'+(+S%%(4

&岁%颈段脊髓

损伤
$+

例#胸段脊髓损伤
''

例#腰段脊髓损伤
%&

例%参照美

国脊椎损伤协会$

/IO/

&推荐分类标准!损伤程度分级
/

级
$'

例#

N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

例'将入选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干预组'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受伤平面*损伤程度等

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

!

方法

$(/($

!

对照组
!

科学治疗的基础上(

)5+

)

#采用常规护理方法!

$

%

&加强对并发下肢
-V6

脊髓损伤患者相关的知识宣教%$

$

&

劝导患者及其家属戒烟*酒#指导患者科学饮食#下肢适当地进

行主*被动活动%$

'

&遵照医嘱给予相应药物治疗#说明药物的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

年
,

月第
%1

卷第
%*

期
!

TFPU98!@D>

!

UF

A

$*%4

!

V7@(%1

!

.7(%*



作用及不良反应%$

1

&尽量避免下肢有创穿刺以及输入刺激性

药物'

$(/(/

!

干预组
!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以下综合护理管理方

案'$

%

&针对并发下肢
-V6

的脊髓损伤患者#成立专业的血

栓护理小组#每月按时举行例行会议#整体部署当月相应的护

理工作#制订出针对性的护理管理方案'$

$

&医护人员应提高

对
-V6

的重视程度#加强
-V6

专业护理知识的学习与交流#

针对血栓#熟练掌握相应的护理知识#提升应对脊髓损伤患者

下肢
-V6

的业务能力%对新进及轮转医护人员进行血栓知识

培训#定期抽查其掌握情况'$

'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给予患

者心理护理#增强患者康复信心#积极配合康复治疗'开展

-V6

康复健康教育#在病房内张贴血栓护理知识指南#告知患

者及家属对抗血栓的重要性#引起患者与家属的重视'定期组

织防治血栓公共学习交流会$半月
%

次&#加强患者及家属与医

护人员之间的沟通与协作#促进患者以及家属之间的经验交流

与分享#共同提高#提升康复效果'$

1

&科学有效的管理措施!

建立该科室完整的
-V6

患者数据库#设立并定期更新血栓登

记本#做好血栓登记#一旦发现#立即通知相关医护人员%建立

红*粉丝带标记措施#对于确诊的血栓患者#将红丝带系于相应

的栓塞部位#丝带上注明患者床号*姓名*年龄*血栓部位*首次

发生时间*再次复查时间等信息%可疑血栓和血栓满一月稳定

后#将红丝带改为粉红丝带系于相应部位#以此提醒医生*护

士*治疗师%病床旁悬挂护理牌#张贴个性化健康指导#促进家

属对
-V6

患者的了解%医护协作#定期予以患者凝血功能*多

普勒血管彩超及静脉造影等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及时调整抗

凝血药物种类*剂量以及康复治疗方案%严格遵照医嘱用药#特

殊抗凝口服药发放到人#仔细说明用药注意事项#并严密观察

用药效果及不良反应%叮嘱患者适当多饮水#保持大便通畅#必

要时使用辅助排便药物%若出现牙龈出血*皮下出血点*皮肤淤

青*小便及大便中带血等异常情况#立即报告医生以便及时处

理%合理安排治疗#情况允许可安排床旁康复训练#积极主*被

动运动#预防新发血栓%建立
#-!/

循环机制#提高脊髓损伤

患者
-V6

护理的正确率'

表
%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

性别$

(

&

男 女

年龄

$岁#

OS-

&

受伤平面$

(

&

颈 胸 腰

损伤程度$

(

&

/

级
N

级
!

级
-

级

对照组
1* '$ + '4(1S%%(1 %1 %, %% %$ %1 4 )

干预组
1* '' 4 1*(%S%$(' %1 %+ + %% %, & )

?

"

!

$

*(*+ %($% *(4, *($+

! *(44 *('4 *()& *(&)

$('

!

判断标准
!

彩色多普勒超声简便*无创*价格低廉#且敏

感性和特异性高#是
-V6

诊断的首选方法(

&5%%

)

'本文采用彩

色多普勒超声作为诊断标准'完全消融!血管彩超检查显示静

脉血栓消失#无反流及异常信号%部分消融!血管彩超显示血栓

变小#血管部分再通'统计两组患者完全消融*部分消融和新

发血栓的例数和所占百分比'

$(1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I#II%4(*

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

以
O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下肢
-V6

消融情况比较
!

干预组
1*

例患者下

肢
-V6

全部消融#其中
%)

例患者完全消融#

$1

例患者部分消

融%对照组
$)

例患者下肢
-V6

消融#其中
4

例患者完全消融#

%&

例患者部分消融'两组脊髓损伤患者下肢
-V6

消融情况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深静脉血栓恢复情况比较$

(

%

2

&'

组别
(

完全消融 部分消融

对照组
1* 4

$

%4(,

&

%&

$

14(,

&

干预组
1* %)

$

1*(*

&

$1

$

)*(*

&

!

$

%+(%

!

%

*(*,

/(/

!

两组患者下肢
-V6

新发情况比较
!

干预组有
%

例患者

新发下肢
-V6

#新发率为
$(,2

%对照组有
%*

例患者新发下肢

-V6

#新发率为
$,(*2

'两组患者下肢
-V6

新发血栓情况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讨
!!

论

!!

血流速度缓慢*静脉壁损伤以及血液高凝状态是公认形成

深静脉血栓的
'

个主要因素(

)

)

'对于脊髓损伤患者#手术麻

醉*外伤*凝血因子增加*下肢肌力的改变*失交感神经作用*穿

刺损伤*血液流速改变等均是形成
-V6

的直接因素(

%$

)

'脊髓

损伤患者一旦并发
-V6

#不仅使住院时间延长#影响康复训练

效果#还极大增加了医疗费用#加重家庭经济负担#患者康复信

心也严重受损#部分患者还会因发生肺栓塞而危及生命'结合

科学的治疗方法#寻求一套针对脊髓损伤患者并发下肢深静脉

血栓的规范性护理管理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本科对
$*%1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脊髓损伤并发下

肢
-V6

的
+*

例患者进行分组研究#摸索出上述科学有效的护

理管理方案#干预其下肢
-V6

#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干预组

与对照组比较#下肢
-V6

的消融和新发情况#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

&'

综上所述#通过本科的探索和实践证明#在科学治疗的基

础上#对并发下肢
-V6

的脊髓损伤患者实行上述规范性的护

理管理方案并辅以有效的护理措施#可促进其下肢
-V6

的消

融#预防新发血栓#从而增强患者的康复信心#改善其生存质

量#提高其对护理的满意度#应用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

1&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

年
,

月第
%1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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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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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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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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