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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研究]

静脉血栓栓塞症物理预防研究进展

柏霞　 潘力生　 查振平　 朱传凤　 聂珊珊

　 　 [摘　 要] 　 静脉血栓栓塞症包含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ꎬ是血管外科常见病ꎬ严重时可导致患者死亡ꎬ积极、有效预防静脉血

栓栓塞症的发生是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的关键ꎮ 本文从风险评估工具的选择、静脉血栓栓塞症物理预防措施的应用等方面进行综述ꎬ
旨在提供有效的物理预防措施ꎬ为减少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发生提供依据ꎬ并供临床决策者参考ꎮ
　 　 [关键词] 静脉血栓栓塞症ꎻ风险评估ꎻ物理预防措施ꎻ综述

　 　 静脉血栓栓塞症(ｖｅｎｏｕｓ ｔｈｒｏ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ꎬＶＴＥ)
是指静脉内的血液异常凝结并堵塞静脉管腔ꎬ导致

的静脉血液回流障碍性疾病ꎬ包含深静脉血栓形成

(ｄｅｅｐ ｖｅｎｏｕｓ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ꎬＤＶＴ)和肺栓塞(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ꎬＰＥ)ꎬ是导致血管外科常见病患者病死的

重要原因之一ꎬ给全球医疗体系带来巨大负担[１]ꎮ
目前ꎬ癌症患者的 ＶＴＥ 风险比普通人群高 １２ 倍ꎬ对
于接受化疗或靶向治疗的癌症患者来说ꎬ这种风险

增加了 ２３ 倍[２]ꎮ 近年来ꎬＶＴＥ 的预防与控制越来

越受护理人员重视ꎬ积极有效的预防是保障患者生

命安全的关键ꎬ且针对 ＶＴＥ 高危风险的预防不单单

体现在住院期间ꎬ出院以后的预防同样重要ꎮ 风险

评估是 ＶＴＥ 防治的第一道防线ꎬ在临床医疗护理实

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３]ꎮ 目前ꎬ临床上存在多种

ＶＴＥ 风险评估模型ꎬ主要用于预判静脉血栓栓塞症

发生的风险[４]ꎬ只有基于准确的风险评估结果ꎬ才
能制定科学的 ＶＴＥ 预防管理方案ꎬ从而有效降低

ＶＴＥ 的发生率[５]ꎮ ＶＴＥ 预防方法主要有基础预防、
药物预防和物理预防 ３ 种ꎬ其中以常规护理干预为

主的基础预防难以引起患者足够的重视ꎬ调查显示

患者对此类预防方法的依从性和落实率相对较

低[６]ꎮ 药物预防虽然有较好效果ꎬ但如果药物应用

不当ꎬ可能额外增加患者发生出血的风险ꎬ这导致药

物预防的临床应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物理预防既

有确切的 ＶＴＥ 预防效果ꎬ又不会额外增加患者的负

担ꎬ应用范围更广ꎮ 本文整理了常用的 ＶＴＥ 风险评

估工具ꎬ对 ＶＴＥ 物理预防措施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

述ꎬ旨在为进一步规范 ＶＴＥ 物理预防措施的临床应

用提供依据ꎮ
１　 风险评估工具

血栓风险评估是预防 ＶＴＥ 的第一步ꎬ临床应用

最广泛的血栓风险评估模型包括 Ｐａｄｕａ 风险评估表

和 Ｃａｐｒｉｎｉ 风险评估表等ꎬ不同的评估模型各有其侧

重点ꎮ
１.１　 Ｐａｄｕａ 风险评估表　 Ｐａｄｕａ 风险评估表主要应

用于内科患者的 ＶＴＥ 风险分层ꎮ 临床研究表明ꎬ
Ｐａｄｕａ 风险评估表可以有效识别内科患者静脉血栓

栓塞症的发生风险[７]ꎮ 该表共包含 １１ 个危险因素ꎬ
每个危险因素的评分为 １~３ 分ꎬ根据总分将患者分

为高危和低危人群ꎬ≥４ 分为高危患者ꎬ<４ 分为低

危患者ꎮ 不同科室的住院患者的 ＶＴＥ 发生率不同ꎬ
Ｐａｄｕａ 风险评估表简单易用ꎬ能筛查出应重点关注

的 ＶＴＥ 高危人群ꎬ对于预防内科住院患者 ＶＴＥ 的

发生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２　 Ｃａｐｒｉｎｉ 风险评估表　 目前ꎬ在外科使用率高、
认可度高的 ＶＴＥ 风险评估工具是 Ｃａｐｒｉｎｉ 风险评估

表ꎬ它根据得分将患者分为 ＶＴＥ 低危、中危、高危和

极高危 ４ 个风险等级ꎮ Ｌｏｂａｓｔｏｖ 等[８]研究了 Ｃａｐｒｉｎｉ
风险评估表结合血栓动力学检测对术后深静脉血栓

形成的影响ꎬ发现 Ｃａｐｒｉｎｉ 评分对 ＶＴＥ 有显著预测

作用(Ｐ<０.０００ １)ꎬ将血栓动力学试验参数整合到

Ｃａｐｒｉｎｉ 评分中ꎬ可以提高 Ｃａｐｒｉｎｉ 评分预测术后

ＶＴＥ 的能力ꎬ减少结直肠癌患者术后静脉血栓栓塞

症的发生ꎮ Ｔｓａｐｌｉｎ 等[９]的研究发现ꎬＣａｐｒｉｎｉ 评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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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ＶＩＤ￣１９ 患者的 ＶＴＥ 风险具有明显相关性ꎬ大于 ７
分提示有症状性 ＶＴＥꎬ并且需要进行药物预防ꎮ 一

项利用 Ｃａｐｒｉｎｉ 风险评估模型预测癌症患者 ＰＩＣＣ 导

管相关性上肢 ＤＶＴ 风险的研究结果显示ꎬ该模型有

中等水平的 ＰＩＣＣ 相关 ＶＴＥ 预测性能ꎬ但该模型的敏

感性仅为中等水平ꎬ特异性为低等水平ꎬ这可能会限

制其在临床环境中的预测价值[１０]ꎮ 刘涛等[１１] 的研

究发现ꎬ综合运用 Ｃａｐｒｉｎｉ 评分与 Ｄ￣二聚体、ＬＰＡ 诊

断 ＤＶＴꎬ其灵敏度较高ꎬ特异性优异ꎬ相对于单独使用

Ｃａｐｒｉｎｉ 评分ꎬ联合应用其他指标可以更好地预测

ＤＶＴꎮ
２　 静脉血栓栓塞症的物理预防措施

可以根据上述血栓风险评估模型的评估结果和

血栓风险分级ꎬ制定 ＶＴＥ 预防管理方案ꎮ 其中ꎬ物
理预防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ꎬ临床上常用的物理预

防措施包括使用梯度压力袜、间歇充气加压装置及

足底静脉泵ꎬ开展神经肌肉电刺激、踝泵运动ꎮ
２.１　 梯度压力袜　 梯度压力袜(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ꎬＧＣＳ)是一种医用逐级减压弹力袜ꎬ其
作用机制是在人体脚踝部建立最高压力ꎬ顺着腿部

自下而上压力逐级递减ꎬ这个压力梯度可以确保血

液向上流向心脏而不是回流到脚或分流到浅静脉ꎬ
由此对患者的下肢进行循序减压ꎬ促进下肢深静脉

内血液回流ꎬ改善血液淤滞情况ꎮ 压力疗法是一种

常用的物理治疗方法ꎬ如果住院患者被评估为 ＶＴＥ
高危风险ꎬ建议将使用 ＧＣＳ 作为物理预防措施ꎮ 马

龙等[１２]在研究不同弹力袜对老年脑卒中患者 ＶＴＥ
的预防效果时发现ꎬ梯度弹力袜可明显降低患者下

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ꎮ 一项关于分级弹力加压袜

对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的影响研究显示ꎬ下肢静脉曲

张患者在使用分级弹力加压袜后ꎬ踝关节处疼痛等

症状得以减轻[１３]ꎮ Ｓｕｎａ 等[１４] 对 ２４ ２７３ 例有 ＶＴＥ
风险的患者使用分级弹力袜后发现ꎬＧＣＳ 不会增加

术后肺栓塞的发病率ꎮ
２.２　 间歇充气加压装置 　 间歇充气加压装置( ｉｎ￣
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ＩＰＣ)的工作原理是

通过间歇循环的机械充气和放气压迫肢体静脉ꎬ在
短时间内加速血液的流动ꎬ从而达到预防静脉血栓

栓塞症的目的[１５]ꎮ 临床常以抗血栓药物对 ＶＴＥ 高

危患者进行预防ꎬ但使用包括肝素和低分子肝素

(ＬＭＷＨ)在内的抗凝剂ꎬ会影响患者治疗方案ꎮ 众

所周知ꎬ抗凝可能会导致患者手术过程中失血和输

血概率增加ꎮ ＩＰＣ 的常规使用(持续 ５ ｄ 或直到完

全能走动)降低了 ＤＶＴ 风险ꎬ但短期使用 ＩＰＣ 不能

产生预防作用ꎬ这表明 ＩＰＣ 持续使用时间可能会影

响 ＩＰＣ 的应用效果ꎮ 将 ＩＰＣ 和药物预防联合用于

ＶＴＥ 高危患者ꎬ其效果可能会优于单一使用方案ꎮ
目前ꎬ临床上多联合应用 ＩＰＣ 与其他预防手段预防

血栓ꎮ 研究[１６]发现ꎬＩＰＣ 联合加压弹力袜能有效降

低术后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ꎬ改善患者的

凝血指标ꎮ 但也有研究[１７] 发现ꎬ无论是单独使用

ＩＰＣꎬ还是结合使用其他预防血栓措施ꎬ在降低内科

危重患者 ＶＴＥ 的发生率方面均有较好的疗效ꎮ
２.３　 足底静脉泵 　 足底静脉泵( ｖｅｎｏｕｓ ｆｏｏｔ ｐｕｍｐꎬ
ＶＦＰ)是一种仿照“生理性足泵”形式的物理治疗

仪ꎬ它是通过在足底进行脉冲ꎬ使下肢得到类似于行

走状态下的空气冲击力ꎬ从而增加静脉血液的流速ꎬ
最终达到预防静脉血栓的效果ꎮ 脉冲模式下患者的

神经、肌肉及血管组织会得到有益刺激ꎬ加快康复速

度ꎬ等神经—肌肉—血管组织功能改善后ꎬ可正向反

馈至交感神经ꎬ进一步调整血管状态ꎬ有效提升血液

流动速度ꎮ 由于 ＶＦＰ 和常规护理的原理存在差异ꎬ
因此相互之间不会产生影响ꎬ临床常综合多种护理

措施进行干预ꎮ 但因 ＶＦＰ 具有脉冲作用ꎬ对于严重

心力衰竭、肢体感染患者ꎬ应考虑使用其他护理方

案ꎮ 一项关于足底静脉泵对下肢关节置换患者术后

深静脉血栓预防的研究显示ꎬ与对照组患者的下肢

深静脉血栓发生率(３５％)相比ꎬ使用足底静脉泵进

行干预的观察组患者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更

低ꎬ仅为 １０％[１８]ꎮ ＶＦＰ 对血栓的预防效果在周光

芝[１９]以及张琳等[２０] 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ꎬ这些

研究表明ꎬＶＦＰ 作为一项针对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

的物理预防措施ꎬ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ꎬ值得

推广ꎮ
２.４　 神经肌肉电刺激 　 神经肌肉电刺激( ｎｅｕｒｏ￣
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ＮＭＥＳ)是指利用电流

刺激患者皮肤表面ꎬ通过附着在皮肤上的电极ꎬ将电

能传送到骨骼肌神经分支ꎬ并传送到肌肉单位ꎬ引起

肌肉收缩ꎬ借助肌肉收缩力压迫周围静脉系统ꎬ从而

促进静脉血液的回流ꎮ ＮＭＥＳ 是一种患者依从性较

好的物理防治血栓方式ꎮ 经皮电刺激可显著改善患

者局部和全身的血流动力学参数ꎬ聂晓奇等[２１] 在研

究 ＮＭＥＳ 对脑出血患者住院期间静脉血栓发生情况

的影响时发现ꎬ神经肌肉电刺激组患者的下肢深静

脉血栓发生率为 １８. ４２％ꎬ远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４４.７４％ꎬ这表明 ＮＭＥＳ 有助于预防 ＶＴＥꎮ 张凝远

等[２２]及郑若楠等[２３]在对颅脑损伤吞咽障碍患者及

脑卒中后面瘫患者进行治疗后发现ꎬＮＭＥＳ 在改善

气血不畅等方面具备显著的疗效ꎬ可以增加毛细血

管血流量ꎬ在患者康复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ꎮ 但

ＮＭＥＳ 可能会导致神经肌肉过度疲劳ꎬ且考虑到皮

下组织黏性产生的阻力ꎬ用标准表面刺激激活更深

６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ｕｒｓｅ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ꎬ２０２４ꎬＶｏｌ.３１ꎬＮｏ.５



的结构的作用通常是有限的ꎮ 因此ꎬ仍然需要进一

步探索理想的输送设置(频率、能量等)ꎮ 此外ꎬ随
着现代科技的发展ꎬＮＭＥＳ 输送系统更新迭代较快ꎬ
但有相当一部分的 ＮＭＥＳ 输送系统会产生疼痛刺

激ꎬ因此它们只能在患者全身麻醉期间使用ꎬ使用方

式受限ꎮ
２.５　 踝泵运动　 踝泵运动作为近年来发展较快的

临床早期康复环节ꎬ能够安全、有效地促进静脉血液

回流ꎮ 相关研究[２４￣２５]表明ꎬ踝部运动可以提高下肢

静脉血流速度及血流量ꎬ改善血液高凝状态ꎬ降低下

肢血栓发生的可能性ꎮ 下肢 ＤＶＴ 是静脉内血液异

常凝结导致的静脉回流障碍ꎬ通过康复运动促进下

肢静脉回流ꎬ是重要的康复护理手段ꎬ对促进患者的

预后有重要意义ꎮ Ｓｈｉｍｉｚｕ 等[２６] 在研究一种新型腿

部运动装置对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的影响时发现ꎬ
使用运动装置进行短时间的快速单动作练习运动ꎬ
可增加患者的下肢静脉流量、２０ ｍｉｎ 平均静脉流速

及 ３０ ｍｉｎ 平均静脉流速ꎬ比缓慢单动作练习运动产

生的效果更好ꎮ 此外ꎬ低速运动联合膝髋运动也能

达到和快速运动相同的效果ꎮ 运动干预可有效预防

术后患者和卧床患者发生 ＶＴＥꎮ Ｋｒｏｐｐ 等[２７] 在利用

综合多普勒超声研究足踝运动对静脉回流的影响时

发现ꎬ所有强制进行的踝关节和脚趾运动均可以显

著增加静脉回流量ꎬ所有运动均能显著提高收缩期

血流峰值速度ꎮ 钱多等[２８] 使用床上及床下下肢血

管操对使用导管接触性溶栓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

患者进行干预后ꎬ得到了类似的结论ꎬ即经过早期的

运动康复治疗ꎬ患者在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状况、情
感职能、社交功能等方面的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ꎬ
这说明床上及床下下肢血管操明显提高了患者的生

活质量ꎮ 目前ꎬ尚未发现踝泵运动对患者有不良影

响ꎬ值得在临床推广ꎮ
３　 小结

正确开展风险评估并应用有效的物理预防措

施ꎬ能降低患者的 ＶＴＥ 发生风险ꎮ 但在临床应用的

过程中ꎬ由于患者病情的复杂性以及个体的差异性ꎬ
如何选择物理预防措施以及选择采用单一预防方式

还是联合使用其他预防手段ꎬ是医护人员应该重点

考虑的问题ꎮ 此外ꎬ在重视使用物理预防措施的同

时ꎬ也要综合考虑患者的依从性问题ꎬ必要时联合药

物预防或其他预防手段ꎮ 总之ꎬ只有系统、全面地制

订 ＶＴＥ 预防措施ꎬ才能更好地预防 ＶＴＥ 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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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

急诊氧疗管理的证据总结

祝佳　 张翔娣　 王春华　 谢琳琳　 李梁宁

　 　 [摘　 要] 　 目的　 对急诊氧疗管理的最佳证据进行整合和评价ꎮ 方法　 检索有关氧疗管理的所有指南、证据总结、最佳实践手

册、系统评价及专家共识ꎬ评价文献质量并提取证据ꎮ 结果　 共纳入 ８ 篇文献ꎬ其中 ５ 篇指南、１ 篇证据总结、１ 篇专家共识、１ 篇系统

评价ꎮ 从评估、适应证、目标血氧饱和度、处方、方式、监测及护患参与 ７ 个方面ꎬ共总结出 １９ 条最佳证据ꎮ 结论　 本研究整合形成的

最佳证据可以应用于急诊氧疗管理ꎬ为医务人员临床实践提供参考ꎬ为进一步完善氧疗管理标准提供循证依据ꎮ
　 　 [关键词] 急诊ꎻ氧疗ꎻ循证护理

　 　 氧疗作为一种治疗手段ꎬ其治疗效果已被广泛

认可[１]ꎮ 目前国内氧疗缺乏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指

南引导ꎬ临床上医护人员对氧疗存在一些错误的认

识和观念[２￣４]ꎬ多项研究[５￣９] 已证实过度氧疗增加患

者病死率ꎮ 因此ꎬ合理、规范的氧疗是非常必要的ꎮ
国外已形成比较权威、全面的急诊氧疗指南用以指

导临床工作ꎮ ２０１８ 年ꎬ我国急诊氧气治疗专家共识

组也已制定有关氧疗处方、降阶梯和目标导向原则

的专家共识[１０]ꎬ但在该共识中未见到系统的证据质

量评价及证据级别推荐ꎮ 本研究通过循证方法对急

诊氧疗管理的最佳证据进行整合和评价ꎬ旨在为医

务人员临床实践提供参考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检索策略 　 中文检索词为“急诊 /急症” “氧
疗 /氧气治疗”ꎻ英文检索词为“ ａｃｕｔｅ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ｏｘｙｇｅ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ꎮ 检索的数据库为 ＪＢＩ 循证卫生保

健中心数据库、美国指南网(ＮＧＣ)、ＮＩＣＥ 指南网、
加拿大安大略注册护士协会(ＲＡＮＯ)、ＢＭＪ 最佳临

床实践、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知网、万
方、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ꎮ 检索数据库中关于

氧疗的所有指南、证据总结、最佳实践手册、系统评

价和专家共识ꎮ 检索范围为建库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①研究对象年龄大于 １８ 岁ꎻ②研

究内容为急诊氧疗ꎻ③证据类型为指南、证据总结、
最佳实践手册、系统评价和专家共识ꎻ④文献语言为

中文、英文ꎮ
１.２.２　 排除标准　 ①重复发表的文献ꎻ②无法获取

全文的文献ꎮ
１.３　 文献质量评价　
１.３.１　 指南方法学质量评价 　 指南的方法学质量

评价 采 用 临 床 指 南 研 究 与 评 价 系 统 ( ＡＧＲＥＥ
Ⅱ) [１１￣１２]ꎮ ＡＧＲＥＥⅡ包括范围和目的、参与人员、制
订的严谨性、清晰性与可读性、应用性、编辑独立性

６ 个方面ꎬ共 ２３ 个条目ꎮ 每个条目评 １ ~ ７ 分ꎬ将各

领域的所有条目评分相加并进行标准化后ꎬ得到各

领域得分ꎮ 指南推荐等级[１３]:Ａ 级推荐为所有领域

８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ｕｒｓｅ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ꎬ２０２４ꎬＶｏｌ.３１ꎬＮｏ.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