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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肿瘤手术患者深静脉血栓认知状况的调查分析

李丽慧，韩　雪，周　燕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肿瘤学系，上海　２０００３２）

摘要：目的　了解胸外科肿瘤手术后患者对深静脉血栓（ｄｅｅｐｖｅｉｎ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ＤＶＴ）的认知情况。方法

　自行设计“患者对深静脉血栓危害知晓情况调查表”，于２０１４年４—８月，调查收治于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的１０５例胸外科肿瘤手术患者。内容包括对ＤＶＴ定义、临床表现、预防措施的认知情况及不知晓

的原因。结果　胸外科肿瘤患者对ＤＶＴ认知普遍缺乏，不知晓ＤＶＴ的患者占４５．７１％；了解ＤＶＴ定义的５７

例患者中，对ＤＶＴ临床表现和预防措施的知晓率仅为５８．４８％。相关原因包括患者自身不重视及护理人员

宣教不到位等。结论　胸外科肿瘤患者对ＤＶＴ的相关知识知晓率低，临床应加大宣教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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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静脉血栓（ｄｅｅｐｖｅｉｎ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ＤＶＴ）是指由
于血液在深静脉内不正常地凝结、阻塞管腔，导致的静

脉回流障碍。血流缓慢、内膜损伤和血液高凝状态是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三大因素［１］。ＤＶＴ是肿瘤患
者术后不容忽视的并发症，其发生率为 １％ ～
１１％［２３］，近年来发病率逐渐升高，其继发引起的肺动

脉栓塞（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ＰＥ）和血栓后综合征
（ｐｏｓｔ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ＴＳ）是患者致残和致死的
重要原因［４］。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胸外科肿瘤手

术患者对ＤＶＴ的认知水平，以期为今后在临床中实施
针对性的护理对策提供依据，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

理服务。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４—８月收治于我院胸外科
的肺癌及食管癌术后患者１０５例，患者均神志清晰，能
正常交流，且均愿意配合调查，入选病例均签署“科研

项目知情同意书”。１０５例患者中男５８例，女４７例；
年龄１９～７１岁，平均年龄（５４．２±１０．７）岁；学历：高中
及以下８６例，占８１．９０％，大专以上１９例，占１８．１０％；
户籍：城镇７０例，占６６．６７％，农村３５例，占３３．３３％。
１．２　研究工具　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自行设计
“患者对深静脉血栓危害知晓情况调查表”。问卷内

容附分为３个部分。①患者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
龄、居住地、文化程度及简要病史等。②患者对 ＤＶＴ
的认知情况：共１０题，包括 ＤＶＴ定义（１题）、临床表
现（６题）和预防措施（３题）。由患者根据自身情况选
择“知晓”或“不知晓”。③患者对 ＤＶＴ不知晓的原
因：共８题，包括医务人员因素（５题）、患者方面因素
（２题）及其他可能因素（１个开放式问题）。除开放式
问题外，其余７题均可多选。该调查问卷经５名临床
护理专家评定，并由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

问卷中第２部分和第３部分每个条目的内容有效性在
０．８５～１．００之间，平均为０．９１。具有真实反映调查情
情况的代表性。

１．３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于２０１４年４—８
月共发放问卷１０５份，回收１０５份，有效收回率１００％。
问卷由经项目培训的护理人员在患者术后第 ２天发
放，并说明研究目的、内容以及填写方法后，由患者签

署知情同意书。问卷调查过程中，若患者在第２部分
第１题选择“知晓”深静脉血栓定义，则继续第２部分
后续内容。若患者不知晓深静脉血栓的定义，则不再

询问第２部分调查内容，改问第３部分“患者不知晓原
因分析的问卷”。调查问卷填写完成后立即回收并由

非参与项目的第３方完成问卷信息的电子化数据双盲
录入并备份存档。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调查对象的认知正确情况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进行

描述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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