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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手术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预防与临床护理要点分析
朱  盼   （贵州省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贵州盘县  553536）

摘要：目的　探究临床护理对预防骨科手术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效果，探究其临床应用意义。方法　选择我院中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9 月中收治得骨科手术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患者的入院顺序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中均包含 50 例患者。对照组患者采用基

础护理方式进行护理，而实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入临床护理，对比两组患者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以及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结
果　护理结束后，实验组患者的血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时患者满意度也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具有可比性（P＜0.05）。

结论　采用临床护理能够有效避免骨科手术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能够对血栓形成有效预防，提高患者的恢复效果，是一种有效的护理

方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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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深静脉血栓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病症，一般是指患者的静脉血

液在下肢深静脉血管内发生凝聚，引起患者疼痛 [1]。临床上患者患有

血栓的患肢会产生剧烈疼痛，但疼痛无蔓延趋势，同时，患者在行走

过程中有加剧的趋势，这种症状往往出现在骨科患者进行手术后 [2]。

所以在患者的术后护理工作中采用合理的护理方式，能够有效改善患

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所以本次研究中采用临床护理对我院中收

治的 100例骨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中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9 月中收治得骨科手术患者

100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患者的入院顺序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两组中均包含50例患者。对照组中包括男性患者21例，女性患者29例，

患者年龄为 45—68 岁，平均年龄为（57.4±3.9）岁；实验组中包括

男性患者 26 例，女性患者 24 例，患者年龄为 41—65 岁，平均年龄

为（54.7±4.9）岁。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骨科手术，术后进行护理，

无相关手术禁忌症和其他器质性疾病。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上无统计

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基础护理，其中包括对患者进行术后护理，并对

患者的静脉输液通路进行管理等。而实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加入临床护理，具体方式如下。

由于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往往其患处会出现红肿现象，所以会发

生较为剧烈的疼痛，而大部分患者不适的原因往往是由于患处有剧烈

疼痛。所以造成患者不适的原因大多是由于剧烈疼痛而引起的，所以

护理人员应当对患者的疼痛程度进行判断，必要时采用一定镇痛药控

制患者的疼痛感。

除此之外，骨科手术也对患者会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所以大多

数患者在入院时往往存在烦躁、焦虑、恐惧等严重不良情绪。所以对

患者提供适当的心理舒适护理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患者需要医

护人员耐心、热情的照顾，医护人员也应当与患者主动进行沟通，了

解患者心中所顾虑或所想的事情，安抚患者的不良情绪，针对患者的

不良心理状态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如果在护理过程中患者出现

较大的情绪波动，护理人员应当保持冷静，避免与患者发生争执，减

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和压力，避免影响伤口的愈合。

在患者住院过程中，护理人员应当保证病房环境温馨舒适，保持

整洁干净与室内的良好采光，将室内温度与湿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并在病房内配置电视机以及收音机等物品，保证患者的休闲娱乐。护

理人员应当向患者介绍病房内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条规，避免患者

出现违规现象，同时应当告知患者洗漱间、休闲区、娱乐区的位置，

使患者能够尽快适应医院环境，这样做有利于后续治疗和护理工作的

顺利开展，有助于患者的病情好转。

1.3 评价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以及患者的护理满

意度。护理满意度采用我院中自主编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满分

100，得分越高说明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SPSS18.0 分析，以（χ±s）表示计量资料，

经 t 检验；以率（%）表示计数资料，经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护理结束后，实验组患者的血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时患

者满意度也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具有可比性（P

＜ 0.05）。

表 1：血栓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血栓发生率 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n=50） 3（6.00%） 89.1±7.6

对照组（n=50） 13（26.00%） 64.1±9.6

3 讨论

在临床工作中，护理人员在护理工作中将患者作为中心目标，尽

可能提高患者在住院期间的和舒适度，提高患者的康复速度，一方面

可以提高患者的住院体验 [3]；另一方面可以改善护患关系，促进其和

谐发展 [4]。通过对骨科手术后患者实施临床工作，可以有效控制患者

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避免患者由于情绪波动等情况而导致患者

恢复速度降低，影响治疗效果。护理人员应当主动与患者进行沟通交

流，使患者的情绪处于良好的状态，缓解患者的紧张、恐惧、焦虑情绪，

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工作 [5]。除此之外，临床工作中还需要满足

患者的营养需求，对患者进行相关的个体化判断，根据患者的不同情

况对患者进行膳食搭配，主要以清淡、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给患

者提供适宜的能量需要。

研究结果说明，采用临床护理能够有效避免骨科手术患者下肢深

静脉血栓发生率，能够对血栓形成有效预防，提高患者的恢复效果，

是一种有效的护理方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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