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护理                                                                                  2025 年第 6 卷第 3 期
Contemporary Nursing                                                                          https://cn.oajrc.org 

- 49 - 

责任制护理在宫颈癌护理中对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的影响 

史 琦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探究在宫颈癌护理中对患者采用责任制护理对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5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58 例宫颈癌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将患者分为观察组（29 例）与对

照组（29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责任制护理，对比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护理满意度。结

果 护理后，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更高。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责任制护理在宫颈癌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还可以促进患者术后康复具有积极意义，值得在临床护理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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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adopting a responsibility based nursing approach on the incidence 
of lower limb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cervical cancer care. Methods 58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23 to May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subjects.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29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29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responsibility nursing.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as higher.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esponsibility nursing in cervical 
cancer nursing is significant,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services, and promot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It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in clinic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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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作为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严重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健康。手术切除、放疗、化疗等

是当前治疗宫颈癌的主要手段，然而这些治疗方式在

发挥抗癌功效的同时，也给患者身体带来诸多不良反

应，其中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是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之

一[1]。下肢深静脉血栓不仅会导致患者下肢肿胀、疼痛，

影响肢体功能恢复，还可能因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危

及患者生命。而责任制护理作为一种强调个体化、全程

化、精细化的护理模式，有望在降低宫颈癌患者下肢深

静脉血栓发生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本研究旨在通过

深入探讨责任制护理在宫颈癌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具

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我院于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5 月收治的宫颈

癌患者共 58 例作为研究对象。且所有患者均经病理学

检查确诊为宫颈癌；拟行手术治疗或正在接受放化疗；

无合并有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没有下肢深静脉血

栓病史；没有精神障碍或认知功能障碍，无法配合护理

干预。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29 例，46.23±2.67 岁），

观察组（29 例，45.25±2.13 岁），对比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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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入院宣教、遵医嘱给

药、病情观察）等。观察组实施责任制护理： 
（1）成立责任制护理小组：挑选经验丰富、专业

技能强的护士组成小组，每组负责固定数量的患者。小

组成员包括责任组长、责任护士等，明确各成员职责。 
（2）全面评估：患者入院后，责任护士对其进行

全面评估，包括基础健康状况、既往病史、凝血功能、

手术及放化疗方案等，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护理

计划。 
（3）健康宣教：责任护士采用多样化方式向患者

及家属讲解宫颈癌相关知识、治疗过程、下肢深静脉血

栓形成原因、危害及预防方法，提高患者认知度与依从

性。宣教贯穿患者住院全程，根据患者不同阶段需求调

整内容。 
（4）饮食护理：根据患者营养状况及治疗阶段，

制定合理的饮食方案。鼓励患者多饮水，多摄入富含膳

食纤维、低脂、高蛋白的食物，保持大便通畅，避免因

便秘增加腹压而影响下肢静脉回流。 
（5）并发症预防：除关注下肢深静脉血栓外，还

对患者可能出现的其他并发症进行预防，如泌尿系统

感染、肺部感染等，加强病房环境管理，指导患者深呼

吸、有效咳嗽咳痰等。 
（6）心理护理：宫颈癌患者因疾病本身及对治疗

的担忧，常出现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责任护士主动

与患者沟通交流，了解其心理状态，给予心理支持与疏

导，鼓励患者积极面对疾病。 
1.3 观察指标 
并发症发生率：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在住院期间

并发症发生情况。 
护理满意度：采用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在患

者出院时进行调查，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P＜

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 
观察数据对比，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数据对比，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

组（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例，（%）] 

组别 例数 下肢深静脉血栓 便秘 总发生率 

观察组 29 1（3.45） 0 1（3.45） 

对照组 29 4（13.79） 2（6.90） 6（20.68） 

x2 - 6.786 7.147 13.991 

P - 0.009 0.008 0.001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例，（%）]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观察组 29 18（62.07） 10（34.48） 1（3.45） 28（96.55） 

对照组 29 11（37.93） 14（48.28） 4（13.79） 25（86.21） 

χ2 - 11.655 3.926 6.786 6.786 

P - 0.001 0.048 0.009 0.009 

 
3 讨论 
宫颈癌作为女性生殖系统常见恶性肿瘤，手术治

疗是重要手段之一。然而，术后患者常因多种因素面临

下肢深静脉血栓这一严重并发症风险，下肢深静脉血

栓不仅阻碍患者术后身体恢复，还可能引发肺栓塞等

致命后果，给患者生命健康带来巨大威胁。传统的常规

护理模式在预防此类并发症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责

任制护理强调为患者提供全程、全面且个性化的护理

服务，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助力患者康复进程
[3]。 

责任制护理强调责任护士对患者进行一对一的全

面评估。在宫颈癌患者入院后，责任护士会详细询问患

者具体情况，尤其关注是否存在高血压、高血脂、糖尿

病等易导致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高危因素。通过这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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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评估，能够为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预防方案。责

任护士还会对患者的生活习惯进行评估，了解患者的

活动量、饮食偏好等[4]。对于长期久坐、运动量少的患

者，责任护士会制定专门的活动计划，鼓励患者在术前

尽可能增加活动量，如在病房内进行适量的走动等，以

促进下肢血液循环，降低血栓形成的可能性。 
责任护士会根据患者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采

用多种方式进行健康教育。对于文化程度较高的患者，

可能会提供一些关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机制、危害

及预防方法的科普资料，让患者深入了解疾病知识。而

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患者，则会通过通俗易懂的图片、

视频或面对面讲解等方式，向患者说明术后早期活动、

正确饮食等对于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重要性[5]。在健

康教育过程中，责任护士会重点强调一些具体的预防

措施，如指导患者术后如何进行下肢的主动和被动运

动。主动运动包括踝关节的屈伸、旋转运动，以及股四

头肌的收缩舒张运动等，责任护士会亲自示范并让患

者进行练习，确保患者掌握正确的方法。同时，告知患

者避免在膝下垫枕，以免影响下肢静脉回流[6]。 
责任护士在患者术后会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

化，尤其是下肢的情况。定时检查患者下肢有无肿胀、

疼痛、皮肤温度变化及色泽改变等，通过测量下肢周径

来准确判断是否有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迹象。一般

会在患者术后每天测量大腿和小腿的周径，并与术前

数据进行对比一旦发现周径增加超过一定范围，会及

时报告医生并采取相应的措施[7]。对于使用了预防性抗

凝药物的患者，责任护士会密切观察患者有无出血倾

向，同时，定期协助医生进行凝血功能等相关检查，根

据检查结果及时调整药物剂量，在预防下肢深静脉血

栓的同时，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8]。 
责任护士对患者的病情和护理需求有更深入的了

解，能够提供更加精准、专业的护理服务。在宫颈癌护

理中，都能做到及时、准确，减少了护理差错和事故的

发生，提高了护理质量。还能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合理安排护理工作，使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所需的护理

服务，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9]。 

综上所述，责任制护理在宫颈癌护理中的应用效

果显著，可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对护理服

务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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