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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在预防脑卒中患者

下肢静脉血栓及肺感染中的临床效果

李宝娥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医院护理部，陕西榆林，719000)

摘要：目的探讨预见性护理在预防脑卒中患者下肢静脉血栓及肺感染中的临床效果。方法随机选取86例脑卒中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3例，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预防脑卒中患者下肢静脉血栓及

肺感染，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预见性护理干预治疗。观察并比较2组患者治疗期间股静脉血栓形成、肺感染发生率以

及凝血4项指标、病死率。结果观察组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4．65％低于对照组23．26％(P(O．05)，肺感染发生率25．58％

低于对照组55．81％(P<O．05)，病死率2．33％低于对照组11．63％(P>0．05)；观察组医学应对问卷(MCMQ)评分中的面

对、回避分别为(26．37±3．66)、(26．22±4．21)分，高于对照组的(20．06±4．22)、(18．33±4．08)分(P<0．05)，而屈服为

(7．23±2．61)分，低于观察组的(10．25±2．94)分(P<0．05)；护理前，2组患者凝血酶原时间(胛)、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frIT)、凝血酶时间(，rr)、血浆纤维蛋白原(FIB)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2组患者PI’、APrr、TT指标均

较护理前上升(P<0．05)，且FIB指标均较护理前下降(P<0．05)。结论预见性护理在预防脑卒中患者并发症发生的同时

对凝血指标无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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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 preVention of

lower limb venous thmmbosis and pulmonary j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stmke．TⅥethods A total of

86 patients with stroke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and were divided im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

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mndom number table method，with 43 cases each．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care to prevent venous thrombosis and pulmonary infection and

the four coagulation indicators as well as mortality rate were observed． R髂lllts The incidence 0f ve-

nous thrombosis，and pulmonary infe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mup were dU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

trol group(4．65％vs，23．26％，25．58％vs．55．8l％，P<O．05)．The incidence ofmortality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ml group(2．33％vs．11．63％，_P>0．05)．

The conf南nting，avoidance scores in 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MCMQ)in obsen，ation

gmup were(26，37±3．66)，(20．06±4．22)scoI．es，which were higher than(20．06±4．22)，

(18．33±4．08)scores in the contr01 gmup(P<0．05)．7Ihe yielding scor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7．23±2．61)scores，which was lower than(10．25±2．94)scores in obsenration group(P<

0．05)． No significant difkrences weI℃detected in门，AIyITI'，TT and FIB leVels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O．05)，and the levels of阴。AnTI’and TT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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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after tIeatment，while the FIB was decreased(P<0．05)． ConcIusion PredictiVe nursing

can prevent the complications of stroke patients and have no adverse efkct on the coagulation indica-

tOrs．

KEY WORDS：predictive care；stmke；lower extremity Venous thmmbosis；pulmonary in-

fection；coagulation indicators

脑卒中又名中风、脑血管意外，是一种临床常

见的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安全以及身体健康的疾

病⋯。脑卒中是一组突然起病，以局灶性神经功

能缺失为共同特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亦称脑中

风旧J。脑卒中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为下肢静脉血

栓以及肺感染，且其对脑卒中患者的生命安全影

响极大，易导致肺炎、器官衰竭、肺栓塞等疾病，增

加患者病死率∞J。为探讨预见性护理在预防脑

卒中患者下肢静脉血栓及肺感染中的临床效果，

本研究选取86例脑卒中患者分为2组进行对比

观察，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16年2月_2017年2月本院收

治的86例脑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

40～70岁，平均(47．28±7．92)岁，其中男50例，

女36例，右侧偏瘫26例，左侧偏瘫31例，双测偏

瘫29例。所有患者入院后经头颈部血管造影确

诊为脑卒中。纳入标准：①患者均符合缺血性

脑血管疾病诊断标准H1；②临床资料真实且完

整；③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④患者

及家属均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①存在精神障碍以及语言沟通

障碍者；②存在先天性免疫缺陷者；③存在肝

肾等器官功能损害者；④存在血液系统疾病者；

⑤参加其他研究调查者；⑥自愿退出本研究者。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86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各43例。对照组男26例、女17例，平均

年龄(45．91±7．94)岁，体质量指数(18．11±

0．84)kg／m2；观察组男24例、女19例，平均年

龄(46．86±8．25)岁，体质量指数(18．24±

1．05)kg／m2。2组患者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

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护理人员告知患

者冠心病疾病的相关知识，鼓励患者坚持治疗，树

立正确心态。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针对

性护理干预治疗预防患者发生下肢静脉血栓以及

肺感染，具体内容如下：①知识宣传，告知患者

下肢静脉血栓以及肺感染形成的原因、预防措施，

鼓励患者继续治疗；②风险评估，给予患者下肢

超声检查，并结合患者年龄、既往史以及脑卒中程

度制定专业护理计划；③下肢护理，针对患者病

情制定合理饮食表，患肢局部严禁冷敷、用力按

摩，应湿热敷，保持床单干燥，每2 h更换受压部

位，以防出现压疮；④肺感染护理，保持呼吸道

顺畅，定时查看并清理咽部分泌物，给予患者半流

质食物，以鼻饲方式进食，保持平卧位，避免食物

回流并予温水漱口，清理口腔残留食物；⑤心理

护理，观察患者情绪变化，针对性给予患者心理疏

导，使其保持乐观心态，促进身心健康。

1．3观察指标

①比较2组患者下肢静脉血栓以及肺感染

的发生率、病死率。血栓形成的临床诊断标准：

穿刺侧肢呈非凹陷性肿胀，较对侧明显，B超检

查发现有血栓形成。②参照医学应对问卷

(MCMQ)对2组患者护理前后的情况进行评估，

分量表具体内容包括面对、回避、屈服，总分分别

为32、28、20分，前2项得分越高说明患者心态越

好，最后1项得分越低说明患者心态越好。③凝

血指标：包括凝血酶原时间(胛)、活化部分凝血

活酶时间(APlTll)、凝血酶时间(，ITI’)、血浆纤维蛋

白原(FIB)。

1．4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数据均采用SPSS 1 8．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戈±s)描述，采用

f或方差进行检验，计数资料通过[凡(％)]描述，并

采用Y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下肢静脉血栓、肺感染发生率及病死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下肢静脉血栓、肺感染的发生率

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O．05)；

观察组病死率低于对照组，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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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P>0．05)。见表1。

表l 2组患者下肢静脉血栓、肺感染发生率

及病死率比较[n(％)]

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护理前后MCMQ评分比较

护理干预前，2组患者间面对、回避、屈服3项

指标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护

理干预后，观察组的面对、回避、屈服评分情况均

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2。

表2 2组患者护理前后MCMQ评分比较(；士s) 分

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凝血4项指标比较 组患者胛、APlT、1Tr指标均较护理前显著上升，

护理前，2组患者间胛、APlT、TT、nB水平 FIB指标则均较护理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2 (P<0．05)。见表3。

表3 2组患者护理前后凝血4项指标比较(；±s)

与治疗前比较，}P<0．05。

3讨论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不断加剧，

脑卒中的发病率及病死率也在逐渐升高，脑卒中

好发于中老年人，已成为影响其身体健康的主要

因素，致死率及致残率极高，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

安全‘5—8|。

早期临床上多采取常规护理预防脑卒中患者

的下肢静脉血栓及肺感染，其临床疗效既往也被

多项研究所证实，但其不足之处也逐渐明显，脑卒

中引发的并发症对人体危害极大，血栓严重可导

致患者截肢或死亡，致残率及病死率极高一。11|。

据文献¨2一纠报道，预见性护理干预治疗对脑卒中

患者下肢静脉血栓及肺感染具有明显的临床疗

效。本研究随机选取86例脑卒中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

预防脑卒中患者下肢静脉血栓及肺感染，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加以预见性护理干预治疗。研究

结果显示，2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的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

(4．65％)、肺感染发生率(25．58％)均分别低于

对照组(23．26％、55．81％)(P<0．05)，且观察

组病死率2．33％低于对照组的11．63％(P>

0．05)，说明观察组采取的预见性护理对于脑卒

中患者有明显的临床疗效。观察组MCMQ评分

中“面对”、“回避”得分高于对照组，“屈服”得分

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观察组患者心态好

于对照组，即预见性护理对患者心态起正向指导

作用。护理前，2组患者门、APrr、TT、FIB水平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JP>0．05)；护理后，2组患

者明、APltI’、rITI’指标均较护理前上升(P<

0．05)，而FIB指标均较护理前下降(P<0．05)。

以上结果证实，采取预见性护理的患者各方面指标

优于采取常规护理的患者。预见性护理通过结合

患者病情分析可能出现的不良情况并予以预防，可

促进患者恢复健康u6。18j。对脑卒中患者实施前瞻

性干预，能有效预防下肢静脉血栓以及肺感染，显

著提升患者的疾病认知度及护理满意度¨9I。

综上所述，脑卒中患者易出现下肢静脉血栓、

肺感染等并发症，给予预见性护理，可降低下肢静

脉血栓、肺感染的发生率，最大程度提升临床疗效

和患者生活质量，且预见性护理在降低脑卒中患

者并发症发生率的同时对凝血指标无不良影响。

(下转第17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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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3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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