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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护理的效果观察

程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中心医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目的：通过对在行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的基础上对患者采用优质气道护理的方式，随后进行临床效果的探究。方法：通过选取

在本院治疗的患者，随后对其进行分组。对于一般组来说采用传统的行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的方式，对于观察组来说在此基础上加上优质

气道护理的方式，随后进行效果的探究。结果：通过对一般组和观察组的满意度和焦虑评分等进行比较，观察组的相关参数评分高于一般

组。结论：对行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的急诊呼吸衰竭患者实施优质气道护理，其满意度较高，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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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衰竭作为现阶段上的临床病症，主要是患者的肺部通气功

能出现障碍，从而导致其气体交换出现障碍，在一定情况下将会出

现缺氧二氧化碳潴留等一系列症状。对于现在来说，疾病致死率较

高。在临床上对急诊呼吸衰竭患者进行抢救时，主要通过对气管插

管和机械通气进行应用，从而对患者的缺氧状况进行改变，本文通

过对其方式进行探讨随后进行护理效果的研究。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但是本次研究的患者及就诊时间在 2016 年 1 月到 12 月，随后

进行患者分组，将其分为一般组和观察组，患者的人数为 60 例，

对于患者男女比例为 32:28，患者的年龄为 43~70 岁之间，通过对

两组患者的资料进行比对其无统计学差异。 

1.2 方法 

通过对两组患者进行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的应用，在此期间对

于观察组患者进行优质气道护理的应用。第一，在患者气管插管成

功后通过对其导管和牙垫进行交叉固定，采用胶布进行封合，随后

进行患者体位的变化的观测。在这期间要对气管进行保护，避免其

出现漏气扭曲以及脱落现象。第二，对于患者来说要保持其体味的

良好，通过采取平卧位并抬高，其床头大概 15 度左右防止出现气

管导管扭曲的现象，从而造成患者及粘膜损伤。第三，在进行气管

导管气囊充气时，要对其气量进行控制，确保其处在 3~5 毫升之间。

通过将气囊的压力进行保持，同时对气囊进行放气，其间隔时间为

2~4 小时，防止患者由于气道黏膜扩大导致的缺血性损伤。在这气

囊进行换气时，首先对患者口腔内的分泌物进行处理，防止其分泌

物流向通道，导致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第四，在给患者进行气管插

管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患者咳嗽和咳痰，从而出现残留物

潴留，因此护理人员应通过对患者进行定期清理，保证其气管能够

呼吸通畅。在这个过程中要进行无菌操作。第五，应注意保持患者

气道的湿润，通过其进行雾化处理，在此之后进行患者的口腔处理。

通过对其用棉签或生理盐水进行擦拭从而对其口腔细菌数量进行

减少，避免患者出现各种炎症状况，对于一般来说采用常规的护理，

通过吸痰、导管移位等多种。 

1.3 对照指标 

随后通过对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这些临床效果进行比

对。 

2.结果

2.1 通过患者对护理人员的各项护理参数进行评价，包含护理

态度、护理效果、整体护理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观察组的评

分均高于一般组。 

表 1.一般组和观察组满意度评价量表 

组别 例

数 

护理态度

（分） 

整体护理效

果（分） 

整体护理环

境（分） 

一般组 30 70.41±4.10 74.18±4.32 76.15±6.24 

观察组 30 78.35±2.14 80.64±2.87 81.24±6.47 

2.2 通过采用心理状态评价的方式，对一般组和观察组的 SAS

和 SDS 进行评价。经过分析比对发现，一般组的心理状态评分较低，

明显低于观察组（P＜0.05）。 

表 2. 以 SAS 和 SDS 为基础的心理状态评分 

组别 实验人数 SAS SDS 

一般组 30 31.41±4.21 27.64±3.10 

观察组 30 34.25±4.74 30.57±6.54 

3.讨论

呼吸衰竭作为现阶段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主要是由于呼

吸道疾病和非组织疾病等引起的，其疾病的类型包括肺结核、肺血

管栓塞、肺梗死，其在现阶段临床上对呼吸进行抢救时主要采用行

气管插管处理，从而对患者进行治疗，缓解其症状。对于其肺部经

常进行改善，通过相关研究指出行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进行气道护

理实施时能够提升其治疗的效果，从而降低其并发症的发生率。本

文通过对 60 例气管插管后，对患者进行优质气道护理的探究，从

而其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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