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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治疗预防重症监护室病人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效果
刘运勇   （武冈市人民医院  湖南邵阳  422400）

摘要：目的　讨论气压治疗预防重症监护室病人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效果。方法　在 2016 年 6 月到 2018 年 6 月选取我院中重症监护室

的患者 100 例，根据使用护理方法不同分为两组，其中实行常规护理的患者为对照组，实行气压治疗护理的患者为实验组。结果　对照组的患

者的满意率小于实验组，两组之间比较具有较大的差别（P<0.05）。对照组的下床活动时间，出院时间大于实验组，两组之间比较具有较大的

差别（P<0.05）。对照组的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大于实验组，两组之间比较具有较大的差别（P<0.05）。结论　在重症监护室的患者中使用

气压治疗护理，能够有效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率，减少患者的出院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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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症监护室中患者的疾病比较严重，需要长时间卧床休息，下

肢不能活动，深静脉中的代谢废物很容易出现堆积，从而造成下肢深

静脉血栓。如果不能及时治疗，很容易造成慢性深静脉功能不全的情

况，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在重症监护室患者护理中使用气压治

疗护理，可以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本文中在 2016 年 6 月到

2018 年 6 月选取我院中重症监护室的患者 100 例，根据使用护理方法

不同分为两组，其中实行常规护理的患者为对照组，实行气压治疗护

理的患者为实验组，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16 年 6 月到 2018 年 6 月选取我院中重症监护室的患者 100

例，根据使用护理方法不同分为两组，其中实行常规护理的患者为对

照组，实行气压治疗护理的患者为实验组。其中，实验组中具有 24

例女性患者，26 例男性患者，年龄区间为（34 岁，78 岁），平均年

龄在（49.9±5.4）。对照组中具有 25 例女性患者，25 例男性患者，

年龄区间为（35 岁，77 岁），平均年龄在（50.1±4.2）。选取的两

组患者在一般的资料上的比较不具有较大的差异，能够进行比较。

1.2 方法

在对照组中使用常规护理，主要包括检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将下

肢抬高，避免下肢静脉的穿刺等。在实验组中使用气压治疗护理，在

患者的下肢的小腿以及大腿下面垫上充气垫，并使用双指将其捏紧，

设置的脉压为 130 毫米汞柱。保持脉压持续 3 秒，脉冲的间隔时间为

20 秒。每 6个小时需要实行 1次，每次需要持续半个小时。

1.3 观察标准

观察两组的护理满意率，下床活动时间，出院时间以及下肢深静

脉血栓的形成的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2．0 软件实行分析统计，其中下床活动时间，出院时

间为计量资料进行 T 检验，使用均数 ± 标准差来表达；护理满意率

以及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为计数资料，使用卡方检测，例数以及百

分比检测。如果检验中出现 P＜ 0．05，表示具有较大的差别。

2 结果

2.1 两组的护理满意率的情况

对照组的患者的满意率小于实验组，两组之间比较具有较大的差

别（P<0.05）。

表 1：两组的护理满意率的情况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实验组 50 34 15 1 98.00

对照组 50 26 16 8 84.00%

2.2 两组的下床活动时间，出院时间，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的

情况

对照组的下床活动时间，出院时间大于实验组，两组之间比较具

有较大的差别（P<0.05）。对照组的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大于实验组，

两组之间比较具有较大的差别（P<0.05）。

表 2：两组的下床活动时间，出院时间，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

的情况

组别 例数 下床活动时间 出院时间 下肢深静脉血栓

实验组 50 6.22±1.43 12.16±0.25 1（2.00%）

对照组 50 8.26±1.45 15.48±0.68 9（18.00%）

3 讨论

重症监护室的患者的病情严重，需要长时间卧床休养，无法下地

活动，下肢血液中的代谢废物，血液中携带的脂质等很容易出现堆积，

从而形成异常的凝血，造成下肢深静脉血栓 [1]。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在

发生血栓后，会增加住院时间，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 [2]，另外，还会

增加患者的护理的难度，严重的情况会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在护理

过程中使用气压治疗护理，可以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 [3]。在气

压治疗中，使用机械的原理，增加患者的下肢静脉血流的速度，从而

增加患者的血管壁的剪切力，避免出现血液滞留的情况，促进静脉的

排空，在减压过程中能够促进血液回流，从而达到防止凝血因子聚集

的作用 [4]。

本文研究中选取 50 例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实行气压治疗护理，选

取 50 例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实行常规护理。经过研究发现，实行气压

治疗护理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高于实行常规护理的患者，实行气压治

疗护理的患者的下床活动时间低于实行常规护理的患者，实行气压治

疗护理的患者的出院时间低于实行常规护理的患者，实行气压治疗护

理的患者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低于实行常规护理的患者，使用不

同护理方法的两组之间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李亚军等 [5] 研究的气压治疗预防重症监护室病人下肢深静脉血

栓形成的效果研究结果与本文结果具有一致性，说明本文研究结果具

有重复性以及可行性。综上，在重症监护室的患者中使用气压治疗护

理，能够有效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率，

减少患者的出院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值得临床使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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