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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是一
种主要发生在下肢的静脉血液回流性障碍疾病，容易诱发血
栓综合征、肺栓塞等，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安全[1]。重症医学科
(ICU)患者由于需要长时间卧床，活动受限，是发生DVT的高
危人群，同时受到机械通气、镇静药物等影响，其DVT早期
表现并不明显，临床难以及时予以早期干预[2-3]，严重影响其
预后。据不完全统计，ICU患者DVT发生率高达30%，且远高
于普通病房[4]，因此预防ICU患者发生DVT具有重要意义。目
标管理理论是一种强调通过目标制定、目标实施进而让工作
流程更加科学规范的管理模式，近年来在护理工作中应用广
泛[5-6]。本研究主要探讨基于目标管理理论的护理干预在预防
ICU患者DVT形成中的应用效果，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ICU患者
120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各60例。观察组中男38例，女22例；年龄49~79
岁，平均年龄(69.17±7.12)岁。对照组中男36例，女24例；
年龄49~83岁，平均年龄(69.88±7.05)岁。两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纳入标准：入院前未发生过DVT；需要卧床，活动能力
低下者；患者同意参与本次研究，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
准：生命体征不稳定；精神障碍、认知功能障碍者；水电解
质紊乱或酸碱失衡者；凝血功能异常或近期服用过抗凝药
物；干预前已发生深静脉血栓或静脉血液返流严重者。　　
1.2 干预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包括遵医嘱用药、
基础护理、密切观察生命体征、营养支持等。观察组采用基
于目标管理理论的护理干预，具体为：(1)目标制定。组建
目标管理小组，由护士长担任小组长，小组成员包括主治医
生、责任护士、护师等，小组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分
析既往DVT发生的原因，分析危险因素，制定目标计划；护
士长负责小组成员理论相关知识的培训和审核，合格者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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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护理干预。(2)目标实施：根据ICU患者进行针对性护理，
依据病情变化情况和治疗方案，予以相应的早期下肢关节被
动活动、肢体按摩等，遵医嘱使用间歇充气加压泵，确保患
者双下肢一天至少接受2次的间歇充气加压治疗。(3)目标考
核与测评：护士长不定期对小组成员的专科护理操作进行抽
查和阶段性考核，对DVT相关理论知识进行检查，如DVT的发
生原因、危险因素、护理措施等，对其不足之处予以指导和
纠正。(4)目标奖惩：对于小组中阶段性目标考核较好的护理
人员予以一定的奖励，以培养其工作积极主动性；对于存在
不足之处的护理人员予以督促和指导，帮助其分析工作过程
中不足之处的原因，以促进其不断进步。
1.3 观察指标  (1)凝血功能：采集两组干预前后的外周静脉
血样本，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凝
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时间(TT)、凝血酶原时间(APTT)水
平。(2)比较两组深静脉血栓发生及分级情况，分级依据彩
超结果进行评估，Ⅰ级：彩超显示血流显像好，管腔内无回

声，存在快速流动的光点；Ⅱ级：彩超显示血流显像较好，
管腔内存在较密集点，血流持续且缓慢；Ⅲ级：彩超显示血
流显像稀疏或不充盈，管腔存在密集光点。(3)采用ASIA量
表评价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下肢运动功能，双侧分值范围为
0~10分，得分越高提示运动功能越好。(4)采用Padua评分评
价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DVT发生风险，当评分在4分以上时，
则提示发生DVT的风险较高，得分越高则发生DVT风险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处理数据，计数资料采用例
或%表示，两组比较采用χ

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Z检验。计
量资料以“χ

-
±s”表示，比较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凝血功能指标比较  两组干预前PT、TT、
APTT水平比较无统计学差别(P>0.05)，观察组干预后TT、
APTT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 . 2  两 组 深 静 脉 血 栓 发 生 及 分 级 情 况 比 较   观 察 组 深 静 脉
血 栓 发 生 率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 ， 分 级 情 况 明 显 优 于 对 照 组
(P<0.05)，见表2。

2.3 两组干预前后ASIA评分、padua评分比较  两组干预前
ASIA评分、padua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别(P>0.05)，观察组
干预后ASIA评分高于对照组，padua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3。

3  讨   论
　　下肢DVT是ICU患者住院期间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因长期
卧床不能活动导致患者静脉血流缓慢，造成血液处于高凝状
态；加上ICU患者病情的特殊性，需要反复频繁静脉采血、深
静脉穿刺置管等，导致患者出现静脉壁损伤，因此相较于其
他住院患者，ICU患者发生DVT的风险明显更高[7-8]。既往研
究指出，由于ICU住院患者多采取机械通气等治疗方式，不能
较为明确地表达自身病情或症状，治疗依从性较低，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临床早期诊治的难度，若不予以有效的预防，不
利于患者后续治疗和护理工作的开展，甚至会对患者的生命
安全产生威胁[9]，因此实施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具有重要意
义。常规护理多为机械性地遵医嘱进行护理操作，缺乏预防
性和前瞻性，而基于目标管理理论的护理干预是一种通过与
管理者共同讨论干预结果及干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
而制定新的目标与方案，以促进全体护理人员更加积极主动地
参与护理工作，有助于科学有效且有序地完成护理目标[10-11]。
　　本研究将目标管理理论应用于ICU住院患者DVT的预防护
理工作中，结果显示，观察组干预后TT、APTT水平明显低于
对照组，观察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分级情
况明显优于对照组，提示基于目标管理理论的护理干预在预
防ICU患者深静脉血栓形成中的应用效果良好，分析原因可能
是基于目标管理理论的护理干预通过成立目标管理小组，对
小组成员进行培训和相应的考核，护理人员熟练掌握DVT相

表3 两组干预前后ASIA评分、padua评分比较(分)

组别 
        ASIA评分                            padua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60)      8.72±1.41        17.52±2.26         4.51±1.23   1.55±0.82

对照组(n=60)      8.89±1.38 13.94±1.81         4.29±1.25   3.94±1.10

t            0.667 9.577             0.972   13.493

P            0.506 0.000             0.333   0.000

表2 两组深静脉血栓发生及分级情况比较[n(%)]

组别  
         发生率                             分级

                    有    无     Ⅰ级         Ⅱ级            Ⅲ级

观察组(n=60)         4(6.67)           56(93.33) 47(78.33)     13(21.67)        0

对照组(n=60)        17(28.33)      43(71.67) 19(31.67)     22(36.67)        2(3.33)

χ2/Z                              9.755                                            -3.361

P                              0.002                                             0.000

表1 两组干预前后凝血功能指标比较(s)

组别 
                               PT                                                                       TT                                                                  APTT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60) 11.12±1.41 12.03±1.25 17.85±1.92 17.12±1.51 24.11±2.67 29.54±2.89

对照组(n=60) 11.23±1.38 11.58±1.36 17.91±1.87 19.55±1.69 24.56±2.52 23.24±2.57

t  0.432                     1.887                     0.173                     8.305                     0.949                     12.618

P  0.667                     0.062                     0.863                     0.000                      0.34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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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理论知识，采取间歇充气加压装置、被动运动等方式以增
强腓肠肌泵的功能，加快股静脉血流速度，对预防DVT的形
成具有重要意义[12-13]。
　　《肺血栓栓塞证诊治与预防指南》中推荐采用padua评
分评估DVT的风险评估，具有简单、易于推广等优势[14]。本
研究结果中，观察组干预后ASIA评分高于对照组，padua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基于目标管理理论的护理干预可降
低ICU住院患者的padua评分，提高ASIA评分，进一步证实了
基于目标管理理论的护理干预可降低ICU患者深静脉血栓形成
的风险。
　　综上所述，基于目标管理理论的护理干预在预防ICU患者
深静脉血栓形成中的应用效果良好，对降低ICU患者DVT发生
率和严重程度具有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Boon G J A M,Van Dam L F,Klok F A,et al.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special populations[J].

Expert Rev Hematol,2018,11(9):685-695.

[2]Boon G J A M,Van Dam L F,Klok F A,et al.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special populations[J].

Expert Rev Hematol,201,11(9):685-695.

[3]Menéndez J J,Verdú C,Calderón B,et al.Incid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superficial and deep vein thrombosis associated

with 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s in children[J].J

自身免疫性疾病。

参考文献 
[1]毛洪博,孟凡杰,谭婷婷.血清抗bFGF自身抗体在活动期自身免疫性疾病

中的检测价值分析[J].河北医学,2020,26(2):338-342.

[2]杨丽红,张世国,毕其华,等.ANA、抗ENA抗体联合抗ds-DNA抗体在自身免

疫性疾病中的诊断价值[J].检验医学与临床,2020,17(19):2877-2879.

[3]张乃丹.ANA抗ds-DNA抗体及抗ENA抗体联合检测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

中的应用价值[J].基层医学论坛,2017,21(1):8-9.

[4]冯丹丹,李晶晶.抗核抗体及抗核抗体谱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关系[J].检

验医学与临床,2020,17(18):2686-2688.

[5]刘伟,田鹏飞,郭珊,等.抗核抗体与特异性自身抗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诊

断中的价值[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20,30(15):1801-1803.

[6]聂影.探讨多种自身抗体在自身免疫病中的检测应用[J].医学食疗与健

康,2020,18(12):187-188.

[7]卫霞.抗核抗体、抗核抗体谱联合检测诊断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价值研究

[J].临床医学,2020,40(5):36-37.

[8]毛小莉,熊阿莉,卢忠心.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血清抗bFGF自身抗体的检

测及对疾病诊断价值的临床分析[J].现代免疫学,2019,39(3):222-225.

[9]肖玉龙,杜英.ANA抗ds-DNA抗体及抗ENA抗体联合检测在自身免疫性疾病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9,6(11):129.

[10]孙金莲,刘平,王现梅.多种自身抗体在自身免疫病中的检测应用分析

[J].临床检验杂志(电子版),2018,7(1):147.

[11]黄晓.评价抗核抗体和抗核抗体谱联合检测诊断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临床

价值[J].智慧健康,2018,4(5):14-15.

[12]陈向华,王建吉,耿学丽,等.抗核抗体和抗核抗体谱联合检测诊断自身

免疫性疾病的临床价值[J].河北医学,2017,23(8):1278-1281.

(收稿日期：2021-04-22)

应用dsDNA，虽然抗dsDNA的SLE诊断特异性超过90%，但
是敏感性大约为30%，故临床诊断存在一定缺陷，且在抗
dsDNA检测结果呈阴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受检者非SLE。同
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抗dsDNA在SAE中的检出率为最高，
在其他三种疾病中的检出率相对不高，因此表明抗dsDNA可
作为诊断SLE的重要参考指标。抗SSA抗体在SLE、SS中的特
异性较高，可对这两种疾病进行鉴别；抗SSB抗体主要在SS
中存在[11]，为该病的血清特异性抗体。抗SSA抗体、抗SSB抗
体不仅能够鉴别诊断SS，还可对该病的预后进行判断，故此
次研究数据显示SS患者的ANA抗体、抗SSA抗体、抗SSB抗
体均为100.00%。抗Sm抗体在SLE患者中的阳性率及特异性
较高，因此能够作为SLE的血清标记抗体，通过检测抗Sm抗体
可对早期、不典型的SLE或治疗缓解后的SLE进行诊断分析[12]。
此次研究数据显示抗Sm抗体在SLE中的检出率最高，而未在
其他疾病中检测到。抗Scl-70抗体为系统性硬化的血清特异
性抗体，因此在本研究中四种疾病类型中未检测到抗Scl-70
抗体。抗U1RNP抗体在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存在，但其
在MCTD患者中的检出率最高。抗CCP抗体是RA的标志性抗
体，数据显示检出率为66.67%。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多种自身抗体联合检测的阳性率
比男性更高，同时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检出率相对较高，不同
自身抗体在不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呈现不同检出率。
　　总之，通过多种自身抗体联合检测能够更好地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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