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 医 年 月第 卷第 期

骨 、 活血祛瘀 、 消肿止痛 的功效 ， 临床用于四肢骨折 ， 有显著 症 ，

疗效 。 中 药熏洗 方中 以 当 归 、 红花活血化瘀 ， 透骨草 、 威灵 】
张世民 ， 李海丰 ， 黄轶刚 骨 折分类与功 能评定 北

仙祛风除湿 、 活血 消肿止痛 ， 木瓜舒筋活络 ， 生川乌散寒祛 京 人民军医出 版社 ，

风除湿 、 温经止痛 ， 僵蚕 、
生天南星化痰 、 祛风 、 止痛 。 全

方共奏舒筋活血、 除湿止痛之功 。 熏洗法 除利用 中药 的治疗

作用 ， 达 到活血化疲 、 消肿止痛 的 目 的 外 ， 还利用 了 汤药的

热疗 物理作用 ， 能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
也有利于患部 消肿及

营养供给 丨

。

本组资料显示 ， 对于采用复位钢板 内 固定或髓内钉固定术

治疗 的肱骨千骨折患者 ， 术后给予复方续断接骨丸内服 、 中药 什 】

熏洗 ， 能起到活血消肿 、 舒筋通络 、 理气止痛的作用 ， 从而有 （

利于促进骨折愈合和功能恢复 。 而优质的护理和适当 的功 能锻 】
杨 世强 中 医综合治疗成人肱骨干骨折 例 现代中

炼 ， 不仅加 强 了医患的 沟通 ， 而且减少了并发症的 发生 ， 促进 西医结合杂志 ，

了患者的康复 。 】
谢晶 ，

沈霖 ，
杨艳 萍 ， 等 复 方续断接骨丸洽疗 骨折的

临床研究 】 中国 中 医骨伤科杂 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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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英 肱 骨干骨折 患者 围 手术期护理 中 国 中 医急

骨折手术后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护理

潘春凤

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 广东 珠海

摘要 目的 ： 探讨骨折手术后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的护理措施 。 方法 ： 丨
例骨折手术后 患者严 密观察病情 、 注意体位

护理 、 运用 药物预防 、
减轻疼痛 、

保持 引 流管通畅 、 保持大便通畅 、 减 少血 管 内 膜损伤 、 防止血液 高凝形成血栓 、 加强 营养 、
生

活护理 、
心理护理及正 确 的功能锻炼 等综合护理 结果 ： 例 患 者手术后 无 例发 生下肢深静脉血栓 。 结论 ： 综合护理可有效

预防骨折手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 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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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肢深静脉血栓 是由于多 种因素导致的血液在深静 施下其发生率为 々
。
。 。 骨折手术后患者因神经或血管

脉腔 内异常 的凝结 ， 形成血栓 ， 堵塞血管 ， 引起静脉 回流障碍 的损伤及长时间 卧床导致血管 内膜损伤 、 血流缓慢与血液高凝

的
一

种疾患 。 是骨折患者的常见并发症 之
一

，
无预防措 状态而极为容易并发 。 为 了减少骨折术后 下肢深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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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 的形成 ， 笔者对本院 例骨折术后 卧床患者经过精心护 重 或诱发其并发症 ， 进而增加发生 机会 。 自调性止痛泵

理
， 以预防骨折手术后 取得满意 的 护理体会 ，

现报道 能较好的控制手术后引起 的疼痛 ， 经济条件较好 的患者通常都

如下 。 选择使用 。 应该特别注意 的是老年人 由于生命体征不稳定 、 功

临床资料 能储备不足、 代偿力差 ，
止痛泵使用 不当 会导致腹胀 、 血压过

本组患者 例 ，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低 、 甚至排尿困难等情况 ， 需密切观察 ，
及时处理 。 不可使用

股骨 干 骨折 例
， 股骨颈骨 折 例

， 股骨粗隆间 骨折 止痛泵的患者
，
医护人 员要提前讨论研究 出治疗疼痛 的 方案。

例
，
胫腓骨双骨骨折 例 ， 胫骨干骨折 例

，
胫骨平台 骨折 要争取达到术后患者始终 处于 无痛 或疼痛可以 忍受状 态 ，

例 ， 其他 例 。 合并有 吸烟史者 例 ， 糖尿病 例 ，

不要到 了患者出现疼痛时再临时止痛治疗 ，

更不提倡要求 患者

高血压 例 。 全麻 例 ， 腰 麻 例 ， 硬膜外麻醉 例 。 尽量忍耐疼痛 。

全过程手术顺利 ， 手术持续 手术后给予对症补液治 保持引 流 管通畅 保持伤 口 引流管通畅 ，
注意观察 引 流

疗
，
卧床时间 天

， 于术后 天进行伤 口 拆线 ，
伤 液 的颜色 、 性质 及量 。 引流不畅容 易 导致患肢局部血肿形成 ，

□ 期愈合 。 血肿下血管受压 ， 血流缓慢 。 妥善 固定 ， 负压引 流袋要低于伤

综合护理 口 位置
，
避免扭 曲 、 打折 、 受压

，
定 时挤压 引流 管保持通畅 ，

病情观察与 评估 严密监护患者 的生命体征 ， 密切观察 作好记录 。

下肤的皮肤颜色 、 温度 、 感觉 、 肿胀程度 以及血运情况 ，

注意 行静脉 穿刺 输液或采血过程 中严格遵 守无 菌操作 根据

患肢有无疼痛 、 皮肤张 力增大 、 腦动脉和足背动脉搏动 、 浅静 患者 的情况选择穿刺部位 ， 并保证
一

次成功 ， 维护血管内壁完

脉是否怒张 ， 肌 肉是否有深压痛等静脉栓塞的 临床表现 ，

如发 整性 。 尽量避免同
一

部位反复 穿刺 ，
对于血管条件不好 的患者

现异常 ， 马 上通知值班 医生并协助 处理 。 每天做 次小腿腓 可 留置套管针 。 穿刺时结扎血管带的时间不宜过长 ， 以减轻对

肠肌的扪诊检查 。 局部及远端血管的损伤 。 尽量避免输入对血管剌激性强 、
浓度

体位 护理 由于手术 、 麻醉导致周 围静脉扩张 ， 下肢肌 高 的液体 ， 以免发生血栓性静脉炎 。 避免下肢静脉穿剌 ， 下肢

肉失去 收缩功 能 ，
使静脉 回 流减慢 ， 易 发生 下肢 深静脉血 发生率是上肢的 倍、 因 此 ， 下肢骨折术后患者避免在

栓 。 术后患肢抬高 ， 保持心脏水平 放于布朗 氏架 下肢静脉穿剌 ， 静脉输液和采血宜选用上肢浅静脉 。 保护下肢

上
， 但避免膝下垫枕或其他的 物品 ， 从而会影响 到小腿的静脉 静脉

，
减少 形成 的诱 因 。

回 流
， 同 时髂骨静脉的部位要呈松弛不受压状态 ，

可以缓解静 防止血液 高凝形成血栓 由 于患者 自 身特点 ，
血流速度

脉的牵拉 。 人工关节置换术后下肢应处于外展中 立位 ， 必要时 慢 、 血液粘稠 度高 ， 尤其外伤或手术刺激使机体处于应激反

下肢可以 穿 医 用弹力 袜 。 弹力袜可 由下而上 的 对下肢产生压 应
，
血液呈现高凝状态 ，

术后最好不要使用止血药物 ， 根据患

力 ， 促进下肢浅静脉血液的 回流 ， 减轻静脉淤血。 为患者挑选 者情况及时补充液体稀释血液 ， 能进食后 ，

可改为 口 服药物治

合适 的弹力袜 ， 每 日观察下肢和袜子周长 的配合度 ， 保持不折 疗
， 预防发生 的形成 。

叠 ， 并且每天脱掉弹力 袜 的时间 小 少于 。 麻醉作用 消 加强 生活护理 鼓励患者尽早下床活动 ， 嘱其戒烟戒酒、

退后毎 就要协助患者翻身 次 。 注意保暖 、 勤翻身 。 禁止吸烟 ， 以免尼古丁刺激血管 ， 引 起静

药物预 防 临床所使用 的有效预防深静脉栓塞 的抗凝药 脉收缩 ， 影响血液循环 。

物主要是能降低血液的 高凝性 ， 主要药物有阿司 匹林 、 低分子 术后饮食指导 在保证营养及水分摄入的 同时 ，
尽量 多

肝素 、 右旋糖酐等 ，
给药途径有口 服 、 皮下注射及静脉滴注等 吃新鲜蔬菜 、 水果 ， 多食粗纤维的食 物 ，

低脂肪 、 低胆固醇、

方式 。 临床证明 ，
应用小剂量肝素 、 低分子量肝素 高蛋 白 、 高纤维素 、 清淡 易消 化的 食物 ， 少食含脂肪高 的食

等药物 ，
可有效降低 的发 生率 。 因 为低分子右旋 物 ，

多 喝水
，
以 降低血液黏稠度 ，

增加血流速度在饮食上进

糖酐不但可以消 除红细胞的凝集 ， 预防血栓继续增长 ，
还有改 食 。

善微循环的作用 。 肠溶性阿斯匹林是血小板抑制剂 ，
可以阻止 保持 大便通畅 避 免腹胀便秘 ， 多饮水 ，

每天饮水量

血小板 的聚集反应 。 用药过程中 ，
必须严密观察有无临床出血 ， 也可进行腹部按摩 ， 以脐 中 心按顺时针方

倾 向和切 口渗血等情况发生 ，
定期检测凝血酶原时间 、 血常规 向 反复按摩 ， 每天 次

， 保持每天 天

等 ，
密切观察皮肤黏膜有无出血点 、 瘀斑

，
有无牙龈出血 、 鼻 大便 ， 如果 天未解大便 ， 可适当给予缓泻药 ，

必要时灌

出血 、 呕血、 黑便 、 血尿龈、 有无不 明原因关节肿痛 、 痰 中 带 肠 防止大便秘结 ， 以免用 力排便引 起腹压增高而致下肤静脉回

血、 特 别注意有无意识障碍 、 头痛 、 呕吐等颅 内 出血迹象等 ，

流受阻 引起 。

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医生并协助处理。
心理护理 患者骨折后其本人和家属 的顾虑往往很 多 ，

疼 痛 治 疗 术后疼痛会对人体产生 多种不利 的影响 ， 从 医护人员要多 与患者及家 属沟通交流 ， 消除紧张情绪和 顾虑 ，

而导致机体内前列腺素 、 儿茶酚胺 、 肾上腺素等水平提高 ， 加 积极配合治疗 。 做好宣教 ， 详细讲解 的 发生可能 、 危害



新 中医 年 月 第 卷第 期

和预防发生的措施 。 由于手术后给患者带来的疼痛 ， 肿胀 ， 影 子水平的研究成果认 为 ， 静脉血栓是在多 因素作用下形成的 ，

响 了患者的生活和工作 ，
护理人员应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 ， 观 若 同时合并高血压 更易 形成深静脉血栓 ， 任何增强凝血功能 ，

察心理变化 ， 运用语言技巧进行疏导 、 安慰 、 解释 ， 耐心向患 抑制抗凝纤溶作用 的 因素都将促使血栓形成 。 早期进行功能锻

者做好健康教育 。 炼
、 有效的预防措施、 悉心护理、 适时用药是预防深静脉血栓

指导功能锻炼 形成
，
术后对患者进行双下肢空气波压力 洽疗仪的 被动锻炼与

肢体主动或被动 活动 术后早期活动可以促使下肢静脉 患者主动功 能锻炼相 结合 ， 尽量避免卧床时间过长和制动过

回流
， 减轻血流淤滞 ，

因此可 以预防 的发生 。 有研究证 久
，
可使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明 显降低％ 采取综合性护理措施

实 ， 大约有 的患者 发生在术后第 天
，

发生在 从多 个方面干预 了血栓形成的三大 因素
， 从而减轻或避免 了下

术后第 天 。 因此 ， 鼓 励和 指导患者进行主动 和被动活动是 肢血栓的 形成 。 针对上述发病原因 ， 本院 采取 以下护理措施

非常重要的 。 术后立即下肢按摩 ， 由远端 向近端挤压肌 肉 ， 麻 针对不同 的个体制定不同 的锻炼计划 ，
包括关节的 主动和被动

醉消退后即鼓励患者进行踝关节背仲 、 屈活动 ，
使小腿肌群 活动 ，

小腿腓肠肌和 大腿股 四头肌的等 长收缩 、 等张收缩运

及股 四头肌有节律 的 等长 收缩运动 ， 促进静脉回 流 ， 每 动 ， 锻炼范围 、 肌肉力 量要循序渐进 。 早期功能锻炼是预防 骨

做 次 。 但是要避免家 属对患肢长时间 的按摩 、 揉捏 ， 折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可靠 的措施 。 通过锻炼能加强肌肉 收

这样容易 挤压血管 ，
妨碍血液正常 回流 ，

同时也增加损伤血管 缩
，
促进下肢静脉回流 ， 避免血液滞缓 ， 达到预防下肢深静脉

内膜的机会 ， 尤其形成下肢静脉血栓时极易导致血栓脱落引 发 血栓的 目 的 。 本文结果显示 ， 术后采取有效的治疗和护理措施

给予抬高双下肢 度
，
有利于静脉血液和淋巴 液的 回流 ， 是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 保证患者顺利康复 、 获得满意疗

减轻下肢肿胀和疼痛 。 本组有 例患者 因患肢疼痛惧怕功能 效的 关键 ， 对于提高疾病的治疗质量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 ， 可较

锻炼
，
经过护 士的协助

，
掌握并达到 了锻炼要求 。 大地降低 的发生率 ， 达到理想的 治疗效果 。 充分说明 了

空 气波压力 治疗仪的 应用 对多 发骨折患者应用 空气波 积极有效的护理措施是预防骨折手术后患 者发生下肢 的

压 力治疗仪 ，
该气泵能够 间断充气 ， 种模式分别对踝部 、 小 重要保证 。

腿和 大腿产生 、 和 的压力 ， 使下肢血速度增

加 ， 防 止下 肤深 静脉血栓形成 ， 每 天 次
，
每次 ： 参考文献

。 气压治疗仪 治疗肿胀肢体 ，
治疗中 患者感觉到 受大面积 ⑴

挤压按摩的舒适 ， 治疗完成后 ， 肢体关节 、 肌 肉均有放松 、 灵

活感 ，
患者乐于接受 。 这种物理方法防止 围术期深静脉血栓形

成应用起来方便 ， 无明 显的不 良反应 。
】
张纪莉 ， 肺栓塞 的预防和治疗进展 丨 中国 实用外科杂

机械性预防处理 患肢给予弹 力绷带包扎 ，
待 引 流管拔 志

，

■

除后即给予关节松动训 练 ，
协助患肢进行功能康复活动

， 开始
】 宁宁 ， 杨 晓舂 ， 陈海霞 ，

预防骨科大手术后深静脉血栓

治疗 以患者关节屈曲度能耐 受为宜 ，
每天 次

， 每次 ， 形 成研究 进 展 现代 护 理 ，

适应 天后屈 曲 角度逐渐加大 。 注意避免 患肢 内 收和 外旋
，

对不稳定骨折者术后 周再开始应用 。 张颖 ，
魏春叶 深静脉血栓的预防和护理 齐鲁护理

结果 杂志 ， ，

本组 例患者经过治疗和综合护理 ， 均痊愈 出院 ， 无
】 刘金模 下肢骨折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 早期诊断和预

例发生下肤 。 后 中 华现代影像学杂志 ，

讨论
】 吴在 德 外科学 版 北京 人 民卫生 出 版社 ，

是长期卧床患者及骨折手术后 患者 常见 ，
也是最严

重的并发症之
一

。 早期如果无预防措施 ，
发生小腿深静脉栓塞 童玛玲 预防术后 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护理 】 实用 护理

的概率为 ， 下肢近侧深静脉栓塞的概率 为 杂志
， ，

，
致命性 的肺栓塞为 。 静脉壁损伤 、 血流缓慢

（责任编辑 ： 马 力 ）

和血液的 高凝状态是造成静脉血栓形成 的三 大因素 。 目前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