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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栓塞基本概念与病理



肺栓塞是指体循环的各种栓子脱

落阻塞肺动脉及其分支引起肺循

环障碍的临床病理生理综合征。

定义

肺栓塞可根据栓子类型进行分类，

如肺血栓栓塞、脂肪栓塞、羊水

栓塞、空气栓塞等。

分类

肺栓塞定义及分类



肺栓塞的主要发病原因是栓子脱落阻

塞肺动脉，这些栓子可以来自静脉系

统或右心，常见于下肢深静脉血栓、

心脏疾病、手术等。

包括高龄、长期卧床、静脉曲张、肥

胖、吸烟、妊娠、口服避孕药、肿瘤、

手术等。

发病原因与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

发病原因



在静脉系统或右心内形成栓子，由于血流冲
刷或心脏收缩而脱落。

栓子形成与脱落

脱落的栓子随血流进入肺动脉，阻塞肺动脉
或其分支，导致肺循环障碍。

肺动脉阻塞

肺动脉阻塞后，肺动脉压力升高，长期肺动
脉高压可导致右心衰竭。

肺动脉高压与右心衰竭

肺动脉阻塞导致肺组织缺血，严重时可发生
肺组织坏死。

肺组织缺血与坏死

病理生理过程解析



临床表现
肺栓塞的临床表现多样，包括突然发生的呼吸困难、胸痛、咳嗽、咯血等，严

重时可出现休克、晕厥等症状。

诊断依据
肺栓塞的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心电图、胸部X线片、超声心动图、血气分析

等检查，必要时可进行肺动脉造影或肺通气/灌注扫描以明确诊断。

临床表现及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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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期护理干预措施



快速评估患者病情

建立静脉通道

给予吸氧治疗

准备急救药品和器材

紧急评估与处理流程

观察患者意识、呼吸、心率等

生命体征，判断肺栓塞的严重

程度。

根据患者病情给予合适浓度的

氧气吸入，改善缺氧症状。

迅速建立静脉通道，保证药物

及时输入。

备好急救药品和器材，如除颤

仪、气管插管等，以便随时进

行抢救。



将患者头部偏向一侧，避免呕吐物误
吸。

协助患者取合适体位 及时清理呼吸道分泌物

鼓励患者深呼吸和咳嗽 必要时给予机械通气辅助

使用吸引器或手工清理患者呼吸道内
的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

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和有效咳嗽，促
进痰液排出。

对于严重呼吸困难的患者，可考虑给
予机械通气辅助呼吸。

保持呼吸道通畅技巧指导



对患者进行持续心电监护，观察心率、心

律等变化。

持续心电监护

发现心律失常时，及时通知医生并采取相

应处理措施，如药物治疗、电复律等。

识别并处理心律失常

定时测量患者血压，观察血压波动情况，

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监测血压变化

准确记录患者24小时出入量，为治疗提供

依据。

记录出入量

心电监护及异常处理方案



遵医嘱给予药物治疗
根据医生医嘱给予患者相应的药物治疗，如

抗凝药物、溶栓药物等。

观察药物疗效及不良反应
密切观察患者用药后的疗效和不良反应，及

时向医生反馈。

调整药物剂量和速度
根据患者病情和药物性质调整药物剂量和输

液速度，确保用药安全有效。

做好药物宣教工作
向患者及家属讲解所用药物的作用、注意事

项等，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

药物治疗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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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期护理策略部署



在肺栓塞急性期，患者应绝对卧
床休息，以降低代谢率，减少耗
氧量，有利于疾病的恢复。

急性期需卧床休息
随着病情的好转，患者可在医生指
导下逐渐恢复活动。活动应循序渐
进，从床上活动逐渐过渡到下床活
动。

逐渐恢复活动

康复期患者应避免剧烈运动，以免
增加心肺负担，诱发疾病复发。

避免剧烈运动

卧床休息与活动指导



饮食调整建议及营养支持方案

饮食原则

肺栓塞患者应遵循低脂、低盐、高蛋

白、高维生素的饮食原则，以提供足

够的营养支持。

增加膳食纤维摄入

多食用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蔬菜、

水果、全谷类等，有助于保持大便通

畅，降低因便秘导致疾病复发的风险。

控制水分摄入

肺栓塞患者应根据病情和医生建议合

理控制水分摄入，避免加重心肺负担。



情绪调节技巧

患者可通过深呼吸、冥想、听音
乐等方式调节情绪，保持心情愉
悦，有利于疾病的康复。

心理支持

肺栓塞患者往往因病情严重、治
疗周期长而产生焦虑、抑郁等负
面情绪。医护人员应给予患者充
分的心理支持，帮助其树立zhan

胜疾病的信心。

家属参与

鼓励家属积极参与患者的心理干
预过程，给予患者关爱和支持，
有助于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

心理干预和情绪调节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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