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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术中护理干预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 (DVT)
形成的效果

王 莉
衡阳市中心医院手术室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目的：观察手术室应用术中护理干预对下肢深静脉血栓 (DVT) 形成的预防作用。方法：选择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于本院接受手术治疗的 9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信封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45 例。对照组实施术后常规护理，实
验组在此基础上加以手术室术中护理干预。组间对比DVT发生率、术后股总静脉和股浅静脉的血液流速。结果：实验组DVT发生
率（2.22%）低于对照组（15.55%）；实验组术后股总静脉和股浅静脉的血液流速均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手术室应用术中护理干预可以有效改善股总静脉和股浅静脉的术后血流速度，降低DVT的形成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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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T高发于手术后需要长期卧床的患者，此类患者本身便因
为手术创伤激活机体凝血机制导致血液高凝，血液循环较差，再加
上术后长期卧床导致血液流速变缓，显著增加了下肢DVT 的形
成风险 [1]。当 DVT形成后，患者肢体会肿胀疼痛，出现色素沉着、
皮肤溃疡等症状，影响患者运动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引发肺栓
塞等栓塞性疾病，危及患者生命 [2]。因此，临床需要积极预防术后
DVT形成。本文选择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于本院接
受手术治疗的 90 例患者，观察手术室应用术中护理干预对DVT
的预防效果。
1 方法及资料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于本院接受手术治疗

的 9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信封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每组 45 例。实验组中男性 34 例，女性 11 例；年龄 23~71 岁，平
均年龄（47.88±13.13）岁；对照组中男性 30 例，女性 15 例，年龄
22~72 岁，平均年龄（47.57±13.34）岁。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取术后常规护理 患者入院后对其凝血功

能等进行评估，了解其DVT形成风险因素，术后鼓励患者尽早下
床活动，协助患者进行肌肉收缩、下肢抬高训练；若患者无法下床
活动，可引导其进行肢体被动训练。对于年龄较低的患者，可在术
后尽早进行肢体按摩；对于年龄较高的患者，则禁止按摩肢体，以
免栓子脱落，引发栓塞。此外，还可以通过穿戴弹力长筒袜促进静
脉回流，通过鼓励患者多喝水降低血液黏度，通过减少下肢静脉穿
刺预防DVT形成。
1.2.2 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行手术室术中护理干预
1.2.2.1 麻醉后，为患者使用周期性重启压力泵，将套筒缠

绕在患者下肢上，通过阶段性加压来促进静脉回流，预防DVT形
成。
1.2.2.2 为患者取舒适体位，尽量避免下肢过渡外展，术中

可借助软垫进行缓冲，以免局部长时间受压，影响血液循环；术中
若使用止血带等束缚性工具，应注意适时松解，以免长时间束缚，
影响血液循环 [3]。
1.2.2.3 术中做好保暖，特别是下肢，以免因为热量流失过

渡而导致静脉淤积。
1.2.2.4 尽量缩短手术时间，避免下肢静脉穿刺，避免因出

血过多或反复穿刺而激活机体凝血机制，导致凝血物质大量释放，
增加血液黏度。
1.2.2.5 术中注意观察患者皮肤温度和颜色，及时发现异常

及时处理。
1.3 观察指标
组间对比DVT 发生率、术后股总静脉和股浅静脉的血液流

速。

1.4 数据分析方法
研究中涉及的数据均选择软件 SPSS 23.0 进行处理，计量资

料表现形式选择 ( cc ±s)，检验值选择t 值；计数资料表现形式选择
n(%)，检验值选择 χ2 值。若检验结果显示P<0.05，则组间对比差
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DVT发生率
实验组 DVT 发生率（2.22%，1/45）低于对照组（15.55%，

7/45），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术后股动脉血液流速
实验组的术后股总静脉和股浅静脉的血液流速均高于对照

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术后股总静脉和股浅静脉的血液流速对比 [( cc ±s),cm/s]

分组 股总静脉 股浅静脉
实验组（n=45） 27.48±7.89 23.21±7.48
对照组（n=45） 18.60±5.76 15.61±5.04

t 6.098 5.652
P 0.000 0.000

3 讨论
DVT 是外科手术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约有 55%~66%

的患者术后会形成DVT。DVT的形成是静脉壁受损、血液高凝、
血流缓慢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4]，考虑到 DVT 给患者术后恢
复及生活质量带来的不良影响，临床需要进行积极预防。既往临
床预防DVT的举措主要是术前评估患者发生DVT的风险高低，
并针对危险因素在术后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但是患者术中发生
DVT的风险也比较高，若能从术中阶段便采取预防措施，将会进
一步提高DVT 的预防效果。在本文中，实验组患者采取术中护
理干预，其通过使用周期性充气压力泵来促进下肢静脉回流，通过
缩短手术时间、采取舒适体位、使用软垫等措施来缩短肢体受压时
间，通过一次性成功穿刺、做好保暖工作避免凝血机制激活，通过
减少束缚避免血液循环受到影响，通过观察肤色、体温等方法实现
对DVT的预防，如此可以最大限度改善下肢血液流速，预防DVT
的发生 [5]。而结果中实验组 DVT 发生率（2.22%）低于对照组
（15.55%），术后股总静脉和股浅静脉的血液流速均高于对照组
（P<0.05），正可以证明以上论点。

4 结语
DVT形成会给患者带来不良影响，临床可为患者做好手术室

术中护理干预，以改善股静脉血血液流速，降低DVT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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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加以预判护理，可避免不良反应发生；而在此基础上予以有效
的心理护理，则可以提高患者治疗疾病的信心，从而巩固治疗效 
果 [3]。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护理中应用疼痛评估综合记录表的

效果明显，可提供利于治疗和护理的重要依据，继而实行针对性的
护理干预措施，促进其睡眠质量及疼痛状况改善，并有效缩短治疗
时间，使其恢复正常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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