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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肺栓塞患者静脉溶栓治疗中重症监护护理的方法和有效性
夏  宁  董  娟

（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宁夏 石嘴山   753000）

【摘   要】目的：探究在急性肺栓塞患者静脉溶栓治疗中采用重症监护护理的具体方法与实际效果。方法：选取本院2018年 6月～2019年 10

月期间收治，行静脉溶栓治疗的急性肺栓塞患者60例，依照平行法随机分为监护组和护理组。并对两组患者分别采用重症监护护理（监护组）

和常规护理（护理组）进行照护，并对护理有效性进行对比。结果：两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对比，监护组效果明显更高（P ＜0.05），具有统计

学意义。结论：在进行肺栓塞患者静脉溶栓治疗中进行重症监护护理具有更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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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肺阻塞（acute pulmonary embolism，APE）属于急诊较

为常见的疾病，该疾病是由于内源性或外源性栓子堵塞肺动脉

主干或分支引起肺循环障碍的临床和病理生理综合征。主要临

床症状表现为：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难、胸痛、晕厥和咯血症状，

随着病情发展或引发肺动脉高压、急性肺源性心脏病和肺梗死

等，若不及时治疗可致患者死亡。在临床中常用抗凝、溶栓和

手术进行治疗，本次研究在静脉溶栓治疗中采用重症监护护理

进行照护的具体方法与临床应用效果进行探究。具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8 年 6 月～ 2019 年 10 月期间收治，行静脉

溶栓治疗的急性肺栓塞患者 60 例，依照平行法随机分为监护组

和护理组。监护组患者 30 例，患者男女比例为 12 ∶ 18，年龄

范围 38 ～ 79 岁，平均年龄（58.43±5.57）岁。护理组患者 30

例，患者男女比例为 13 ∶ 17，年龄范围 38 ～ 79 岁，平均年龄

（58.52±5.63）岁。两组患者的各项基线资料的差异较小，不

会对研究结果的公平性造成影响（P ＜ 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尿激酶进行溶栓治疗，并对护理组患者进

行常规护理。监护组患者则采用重症监护护理进行照护，具体

方法如下。溶栓前护理：①呼吸道护理。在溶栓治疗前叮嘱患

者保持半卧体位，并进行气管插管，对患者进行呼吸支持。及

时对患者呼吸道分泌物进行清理，保证患者最大的通气量与呼

吸道畅通。同时需要密切监测患者的血气分析状况。②综合考

虑多种因素后需要选择前臂较粗且容易固定的静脉，并建立两

条静脉通道，分别用于给药与定时抽血。需要尽可能将两条静

脉通道建立在同一侧上肢，留另一侧进行血压测量。③治疗前

完善检查：在进行溶栓前对心电图等各项检测设备进行检查，

确保各项设备连接无误并正常运行。再次对患者进行抽血检查，

并进行常规备血。治疗中护理：①施行专责护理。将患者治疗

过程中的护理任务指派到人，确保其负责治疗过程中的专责护

理，以确保更好地对患者治疗过程中各项检测指标的观察。准

备好必要的急救药品及相关器械。②对患者进行出血护理。在

治疗结束后患者的出血状况大多会自行停止，部分创面较大的

患者在拔针后需要对针刺部位进行按压止血。溶栓后护理：①

临床基础护理。要求并监督患者进行绝对卧床并帮助患者进行

患肢按摩。定期为患者进行换药并确保患者伤口干燥。做好必

要的保暖与清洁措施。②对治疗后患者的病情进行观察，确保

患者生命安全并在此过程中对患者进行预防护理（预防再次肺

栓塞）。③饮食护理。叮嘱患者饮食以清淡少油、低糖低脂、

高纤维易消化为主，并提醒患者多喝温水。心理护理：心理护

理不是阶段性的护理需求，而是贯穿整个临床治疗护理的一项

重要操作。根据患者的心理状况变化对患者进行必要的心理疏

导，在开解患者心结的同时帮助患者提升治疗护理依从性。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总有效性进行统计，据患者临床症状表现将护

理效果分为显效、有效、无效三项，并对治疗总有效性进行计算：

治疗总有效性＝（显效＋有效）/ 本组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数据通过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所得

概率、比例等计数资料采用x2 检验，所得计量数据则采用 t检验。

2 结果

根据患者治疗护理前后临床状况的变化，基于相同治疗方

式对两组患者所采用不同护理方式的效果进行统计并分类，计

算出总有效率并进行对比。经过对比发现，两组患者的护理总

有效率存在较大差异（P ＜ 0.05），具体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有效率对比（例；[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护理组 30 19（63.33） 10（33.33） 1（3.33） 29（96.67）

常规组 30 7（23.33） 15（50.00） 8（26.67） 22（73.33）
x2 —— —— —— —— 4.706
P —— —— —— —— 0.030

3 讨论

急性肺栓塞是一项常见的呼吸内科疾病，如果治疗不及时

会影响患者的预后效果，甚至会对患者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因

此需要早发现早治疗。溶栓治疗是此类疾病较为有效的治疗方

式，根据患者疾病状况不同治疗周期也存在一定差异。与治疗

同样重要的是贯穿整个临床阶段的护理，恰当的护理对临床治

疗有着极大的助益效果。重症监护护理是融合全面系统的检查、

准确细致的护理、配合及时精确的治疗，来最大限度地确保患

者生命并提升治疗、抢救成功率的临床护理模式，一般此类模

式在 ICU 重症病房中较为常见。在本次研究中对重症监护护理

应用的具体流程进行详细梳理，并对两组患者护理有效率进行

计算，发现监护组（96.67%）的护理总有效率明显高于护理组

（73.33%），两组患者的护理有效性对比存在差异性（P ＜ 0.05），

具有统计学差异。综上，在进行肺栓塞患者静脉溶栓治疗中进

行重症监护护理具有更好的应用效果。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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