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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案对内科住院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的预防效果

杨新娟;

!金桃玲,

#

"

;4

陕西省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内科
!

%,;&&&

)

,4

陕西省宝鸡市人民医院心内一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护理专案对内科住院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的预防效果$方法
!

选择
,&;5

年
<

月

至
,&;%

年
<

月于宝鸡市妇幼保健院进行治疗的
('-

例内科住院患者进行研究!将患者分为观察组"

;-5

例#和

对照组"

;-(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方法的基础上由护理专案组成员进行

专业的综合护理!比较两组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护理满意度%对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认知程度$

结果
!

两组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分别为
;-4'T

和
%4&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观察组护理满

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对照组患者对下肢深静脉血栓认知程度评分为"

'(45<S

,4<'

#分!观察组患者评分为"

-,4;(S,4;(

#分!两组患者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结论
!

采用护理专

案!有效降低了内科住院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实现了对患者的高效管理!保障了患者生命健康安全$

关键词"护理专案)

!

下肢深静脉血栓)

!

内科患者

中图法分类号"

)5<(4'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9:<55

"

,&;-

#

;:9,:'(9&(

!!

下肢深静脉血栓是内科住院患者常见的并发症

之一#指血液在下肢深静脉中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

块阻塞血管#引起患者下肢血肿'疼痛#影响患者静脉

回流的障碍性疾病)

;

*

#若治疗不及时可能会引发肺栓

塞#严重危害患者身体健康和术后康复(目前普遍认

为#内科住院患者因疾病需长期卧床'肢体长期制动#

或因疾病治疗过程中导致静脉壁损伤'血流缓慢和血

液高凝状态#引起的机体静脉血瘀滞是诱发下肢深静

脉血栓的重要原因(针对内科住院患者进行有效护

理#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显得尤为关键#而传统的临

床护理表现不佳#如何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降低下肢

深静脉血栓在内科住院患者中的发生率是护理领域

的当务之急)

,

*

(应用护理专案可以提升护理质量#对

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具有积极作用(本文应用护理

专案对内科住院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进行预防#现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取
,&;5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

宝鸡市妇幼保健院进行治疗的
('-

例内科住院患者

进行研究#患者年龄
(5

&

%'

岁#平均$

5,4&S,4(

%岁#

均因内科重症疾病住院卧床治疗(按照随机数字表

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患者
;-5

例#

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5<4&S,4;

%岁&平均病

程$

'4,S(4<

%个月&脑梗死后遗症
%,

例#冠心病心力

衰竭
<5

例#高血压性心脏病心力衰竭
<&

例#肺源性

心脏病
,-

例(对照组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

平均年龄$

5;4&S,45

%岁&平均病程$

'4;S(45

%个月&

脑梗死后遗症
%5

例#冠心病心力衰竭
<&

例#高血压

性心脏病心力衰竭
<(

例#肺源性心脏病
,5

例(排除

标准!$

;

%具有血栓性疾病史患者&$

,

%具有肝肾功能

障碍患者&$

(

%具有精神病史或者语言交流存在障碍

患者&$

<

%具有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两组患者的年龄'

性别'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4&5

%#具有可比性(

$4/

!

方法

$4/4$

!

成立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护理专案组
!

成立

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护理专案组#组长由负责护理质

量安全的主任担任#组员由
:

名内科护士长以及护理

人员组成(确定小组成员主要职责!$

;

%总结以往的

下肢深静脉血栓案例#作出总结并进行数据统计&$

,

%

讨论制订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方案和相关细则&

$

(

%定期召开小组讨论会议#不断完善研究方向和路

线&$

<

%定期开展巡查#对临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

进行处理和记录&$

5

%完善患者护理后续流程#实施追

踪反馈#及时跟进护理措施(

$4/4/

!

护理方案
!

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护理方法#

如抬高患者患肢'观察生命体征并作好数据统计(观

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方法的基础上由护理专案组成

员进行专业的综合护理!$

;

%进行常规健康宣传教育#

帮助患者了解可能存在的并发症以及预防方法#帮助

患者树立康复自信心&$

,

%实施间歇气囊压迫手段缓

解患者静脉血液流动问题#保持血管瓣膜功能正常&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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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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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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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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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导患者进行一系列康复动作#帮助患者恢复自

主运动能力&$

<

%制订合理的饮食计划#控制护理期间

盐的摄入#提倡高蛋白'低脂肪'低糖类的物质摄入(

$4/4'

!

编写.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管理指导/

)

(

*

!

编

写.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管理指导/#实现对下肢深静

脉血栓的管理(从医护人员管理制度'日常防范措

施'突发紧急处置'患者健康教育'成员工作流程'临

床风险评估和日常统计与记录等方面编写该指导#并

以该指导作为辅助工具#开展预防患者下肢深静脉血

栓的工作(指导内容包括!$

;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定

义和一般诊治原则&$

,

%预防内科住院患者下肢深静

脉血栓的具体措施&$

(

%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管理策

略&$

<

%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恶化紧急处置预案&$

5

%

针对不同患者的护理方法(

$4'

!

观察指标
!

记录两组患者血栓的发生状况(采

用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统计患者对医院护理的

满意程度)

<

*

#等级分为
(

个层次!非常满意'一般满

意'不满意#总满意度
\

$非常满意例数
j

一般满意例

数%"总例数
_;&&T

(调查表由护士长定时发放和统

计(统计患者对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认知程度#以调查

问卷的评分作为评判标准#该评分只具有比较性#不

具有定量参考价值(

$4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4&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B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4

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4&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两组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状况
!

对照组患

者中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
(<

例#观察组患者中下肢

深静脉血栓发生
;(

例#两组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发

生率分别为
;-4'T

和
%4&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

#

!

$

&4&5

%(

/4/

!

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比较
!

观察组的总满

意度为
:,4&T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T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4,,;

#

!

$

&4&5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比较'

'

#

T

$(

组别
'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对照组
;-( %5

$

<;

%

%;

$

(:

%

(%

$

,&

%

观察组
;-5 ;,'

$

'-

%

<5

$

,<

%

;<

$

-

%

!

,

<4-'5 (4&'' (4<;-

! &4&(( &4&'% &4&5:

/4'

!

两组患者对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认知程度
!

对照

组患者对下肢深静脉血栓认知程度评分低于观察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对下肢深静脉血栓认知程度评分#

BS<

%分$

组别
'

评分

对照组
;-( '(45<S,4<'

观察组
;-5 -,4;(S,4;(

4 ,4&;,

! &4&(%

'

!

讨
!!

论

'4$

!

内科住院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的发生情况
!

近年

来#内科住院患者尤其是内科急性疾病和重症患者静

脉血栓栓塞的危险度和发生率并不低于外伤和手术

患者(内科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原因主要分

为三类!一是由于治疗和创伤等原因引起的凝血因子

大量释放#使血小板加速凝聚#进而引起血栓)

5

*

&二是

治疗过程中可能造成的静脉壁损伤进而促进凝血因

子和组织凝血活素释放#造成血管壁收缩和血管内弹

力板损伤#使纤维蛋白和血小板纤维发生沉淀#最终

形成血栓)

'

*

&三是住院患者高龄'肥胖'感染'恶性肿

瘤'卧床等因素均可造成血液高凝状态'血流缓慢等

情况#导致血小板聚集'黏附'形成血栓)

%

*

(下肢深静

脉血栓患者表现为下肢肿胀'疼痛'浅层静脉怒张#严

重时可引发肺栓塞#站立时患者症状加重#给患者的

生命健康及恢复造成了极大影响)

-

*

(然而在内科住

院患者中#静脉血栓栓塞的预防还没有得到足够重

视(因此#针对内科患者进行专业的预防和护理显得

十分重要(为使患者尽快恢复健康#作为保障患者生

命安全的医护人员#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的发生责任重

大)

:

*

(如何预防和有效护理是重点工作(护理专案

的优势在于组织一个专业团队#明确小组各个成员的

职责#制订护理方案#采取切实可行的护理方法来实

现预定目标)

;&

*

(本研究中观察组血栓发生率为

%4&T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4'T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为
:,4&T

#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4&T

&观察组

患者对血栓认知程度评分为$

-,4;(S,4;(

%分#高于

对照组的$

'(45<S,4<'

%分(说明了观察组通过护理

专案#较好地预防了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患者满

意度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9;,

*

(本研究护理专案充

分统筹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并建立护理风险

预警信息平台#实时监控和跟踪患者病情发展#实施

有效的预测方法'高效主动的护理工作#确保了本研

究的护理效果(通过编写的.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管

理指导/#使临床医护人员在护理的时候做到有章可

循'有鉴可靠#从而更高效地进行下肢深静脉血栓预

防工作)

;(9;<

*

(

'4/

!

护理专案有助于改善医护人员参与安全管理的

积极性
!

本研究采用护理专案对患者进行全方位的

护理#医护人员对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关键医疗指标

的落实率明显提升)

;5

*

#对患者实施准确有效的评估方

法可以提前预判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的危险因素(

采用护理专案不仅可以使患者了解病情的发病原因

和健康教育知识)

;'

*

#也可以使医护人员在日常的预防

护理工作中做到有的放矢#增强医护人员对下肢深静

脉血栓的掌控程度#加深对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管理

的意识(全员对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护理专案讨论

制订的共识和护理安全的建立是保障护理专案成功

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成立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护理专案

组#明确了每个小组成员的工作职责和目标#通过编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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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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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管理指导/#建立风险护理风

险预警信息平台#通过实时监测和动态反馈#能够更

全面地了解患者病情(开展全员参与性的规范化培

训#提高医护人员参与护理安全管理的积极性(本研

究采用护理专案#有效降低了内科住院患者治疗过程

中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实现对患者的高效管

理#保障了患者生命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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