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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超声在重症患者护理中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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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重症超声应用于重症患者外周静脉穿刺护理、动脉穿刺护理、肺部物理护理、压疮护理、营养管放置护理，以及医护沟

通中的作用进行分析，旨在明确重症超声在重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出重症超声的最大作用，确保患者的临床效果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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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超声具有无创、可重复性强、价格低廉、没有辐射等优点，

所以当前在重症患者护理中广泛应用[1]。重症超声应用于重症患者

护理中，能够关注重症超声的作用，坚持一切以患者为中心的原则

开展各项工作，及时处理重症患者护理工作中的问题，从而尽可能

满足患者的实际临床需求，使患者获得最优质的医疗服务体验。 

1 重症超声应用于重症患者外周静脉穿刺护理中的作用 
重症患者多需接受外周静脉穿刺，一般在水肿、脱水、静脉血

栓条件下进行静脉穿刺。静脉穿刺困难者，会实行反复穿刺/其他方

式构建外周静脉通路，比方说：构建中心静脉导管、超声引导下外

周静脉穿刺，以及骨内注射等方式。其中，进行中心静脉置管有较

大风险，易于导致患者发生感染、静脉血栓、动脉受损等情况。如

此一来，必然会加大患者的痛苦，使其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经济

压力。而进行外周静脉置管能有效降低穿刺次数、时间、中心静脉

导管应用数量等，在超声引导下实行外周静脉穿刺，利于实行动、

静态评估[2]。动态评估能结合探头、血管部位，观察并评判穿刺针、

穿刺针进到血管的过程；静态评估利于合理使用超声评判静脉的形

态、管径大小、动静脉位置关系等情况，然后结合超声影像对病例

皮肤表面作以标记，选择适合的外周静脉导管穿刺，从而提高静脉

穿刺的成功率。 

2 重症超声应用于重症患者动脉穿刺护理中的作用 
重症患者需实行有创动脉血压检测，需注意的是临床方面多选

择桡动脉，进行动脉穿刺。主要原因：桡动脉易于触及，且两侧血

液供应较好，不容易发生穿刺并发症情况。以往，临床方面多通过

触诊桡动脉穿刺/置管，经调查穿刺成功率不等。需要注意事项：多

次动脉穿刺，引发穿刺位置局部血肿、出血的可能性较大。在超声

下动脉穿刺，能够很好的规避上述问题，保证桡动脉一次穿刺成功，

同时减少实际穿刺的时间，确保穿刺的安全[3]。超声下动脉穿刺、

静脉穿刺的操作方法没有较大区别，所以可通过多普勒超声引导穿

刺，待选择适合的穿刺位置后，设置多普勒超声模式穿刺，若是穿

刺时超声音减弱/消失，可判定为导管进到动脉。 

3 重症超声应用于重症患者肺部物理护理中的作用 
重症患者肺部病变常见肺部实变、肺部间质病变、胸腔积液，

以及气胸等情况。借助重症超声的作用，能对重症患者实行肺部诊

断，诊断结果真实、可信，且检出率较胸片检查、听诊、CT 检查

等比较，有较大的区别。肺部物理护理患者中，应实行吸痰、雾化、

拍背，以及协助翻身等护理措施。然后采取重症超声方法动态评估

患者肺部情况，从而为更好的制定患者治疗方案奠定基础。 

4 重症超声应用于重症患者压疮护理中的作用 
压疮，属于重症患者最为严重的并发症，早期进行临床诊治、

护理干预，有助于改善患者的预后。参照压疮指南，可结合患者皮

肤、脂肪、肌肉，以及骨骼等情况，对压疮进行分期。各层的受损

情况能够观察到，但是皮肤是否完整、结痂皮下各层损伤状况无法

观察到，对于不能分期者可经皮肤判定压疮分期，以此判定各层组

织的受损状况。利用超声评估压疮状况，能很好的观察不同组织受

损状况，同时判断患者的压疮分期。超声经皮肤可见皮下组织损伤，

这时根据超声影像作以压疮分级，利于为患者提供皮肤护理指导。 

5 重症超声应用于重症患者营养管放置护理中的作用 
胃管放置、空肠营养管放置，均为护理工作的重点部分。导管

经盲放可达到幽门，成功率约为 65%。由于放置成功率较低，因此

应用时会受到一定限制，而在胃镜下和放射线放置，利于空肠营养

管成功置入。需要注意的是，重症患者转运、辐射、创伤的风险较

高，所以应合理的运用超声可视化技术，并明确营养管前端位置，

从而使营养管放置合理，避免对患者机体构成不必要的损伤。 

采用线阵探头能探及颈部左侧，通过颈部左侧观察食管，可见

气道、颈动脉、食管构成 1 个三角形。营养管经食管可见导管强回

声信号，纵切面探查能够观察导管呈双轨征[4]。实际操作时，经鼻

尖、气管隆突距离为 35cm，应将导管置入 30cm 的深度，以此确保

重症患者的安全。 

导管经过幽门，为空肠营养管放置的重点，超声易于被胃体内

部空气因素所影响，故而无法很好的观察胃体情况。胃窦位置超声

存在双轨征，这时不但为胃空肠营养管置入提供支持，而且能保证

置管的成功率。 

6 重症超声应用于医护沟通中的作用 
加强医护沟通，可建立良好的医护关系，为重症患者提供最优

质的护理服务。在超声技术下，做好医护沟通工作，能达成对患者

诊疗的意见，构建医护沟通桥梁[5]。如此一来，护理人员可有效使

用超声技术，明确重症患者呼吸困难成因、容量等情况，然后于第

一时间上报临床医师患者有效信息，便于医师编制患者个体化治疗

方案。可见，实施超声引导有助于实时检验护理工作实施情况，为

接下来的临床治疗奠定基础，不断完善护理工作内容。 

结语：近年来，重症超声得到较好的发展前景，在重症患者护

理中应用效果较佳。如此不但可以提高重症患者护理效果，保证患

者的安全，而且能加强医务人员对重症超声的重视，定期组织重症

医护人员参与到培训学习、实践中，充分发挥出重症超声在重症患

者护理中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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