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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护理时间对气管插管患者早发性VAP发生率的影响

胡昌宏

垫江县中医院 重庆 408300

【摘 要】：研究主 要是为 了 研究不 同时间的口腔护理工作 对于 气管插管的患者感染呼吸机肺炎疾病的影响。 主 要的
方法是搜集了 本院在 2018年 2月至 2019年 1月期间收治的进行气管插管的患者，总共为 150名患者，并通过随机分
组的方法将这些 患者分为 了 三 组，A组的患者在进行气管插管处理之 后的 6 个 小时之 内进行了 第一 次的口腔护理工作 ，
而 B组的患者在及西宁气管插管处理之 后的 6 个 小时到 12 个 小时期间进行了 口腔护理工作 ，C组的患者在进行气管插
管处理的 12 个 小时到 24 个 小时期间进行了 口腔的护理工作 。 主 要是对每一 组患者的口腔出现异味的情况、口腔中 的
病菌检测为 阳性的情况、呼吸机肺炎出现的概率、患者病死的概率、通气的时间、患者入住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的时间、
每组患者平均的住院时长这几个 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口腔护理；气管插管患者；呼吸机肺炎

Effect of Oral Care Time on the Incidence of Early-onset VAP in Patients with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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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mainly to study the impact of oral care work at different times on ventilator pneumonia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The main method was to collect our patients from February 2018 to January 2019, a total of 150 patients, and
divided these patients into three groups by randomization. Patients in group A had their first oral care within 6 hours after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and patients in group B after 6 hours to 12 hours, and patients in group C between 12 hours and 24 hours after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treatment. It mainly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each group of patients' oral malodor, the positive detection of
bacteria in the mouth, the probability of ventilator pneumonia, the probability of death of the patients, the time of ventilation, the time
when the patient was admitted 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and the average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the patients in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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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呼吸机肺炎而言主 要指的是在患者进行气管插
管处理的2天之 后以 及到拔管处理的2天之 后这段时间内
出现的肺炎疾病，这种疾病是在实际治疗的过程中 可能会
感染的，也 是目前最为 常见的疾病之 一 。 呼吸机肺炎主 要
是由于 患者误吸了 一 定量的定植菌，为 了 能够有效地避免
这种疾病的发生，可以 采用口腔护理的方法，以 此能够有
效地预防定值菌，还能够减少患者感染呼吸机肺炎的概率，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 根据相关的研究可以 发现，在对经
过气管插管处理的患者进行口腔护理工作 时，一 般都是在
插管之 前患者是插管之 后进行的，但是到目前还并没有将
护理的时间进行统一 。ICU 的患者一 般情况下 病情都较为
严 重，而在对患者进行插管处理时通常都是非计划性的，
如果在插管工作 之 前对患者进行口腔护理工作 就会对实
际的治疗、抢救等工作 造成一 定的影响，因此在本研究中
并没有对插管之 前的护理工作 进行研究与 分析。本研究主
要是在插管处理之 后的 12 个 小时之 内进行口腔护理工作 ，
经过研究可以 发现，在插管处理之 后的 4个 小时之 内进行
第一 次口腔护理工作 ，能够有效地减少患者感染呼吸机肺

炎的概率，降低患者的死亡 率，同时还能够减少患者利用
气管等机械进行呼吸的时间以 及入住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的时间。 通常情况下 ，气管插管的患者自身的抵抗能力非
常差，容易受到各种病菌的影响，从 而感染各种并发症，
使得患者的死亡 概率一 定程度的提高。目前最为 常见且 影
响最为 严 重的并发症为 呼吸机肺炎疾病，这种疾病对于 患
者的危害非常大，该疾病一 般都是由患者误吸了 一 定量的
定值菌而导致的，为 了 避免这种问题，应当对气管插管的
患者进行口腔护理工作 ，通过这种方法有效地降低了 患者
感染呼吸机肺炎的概率。 根据以 往的研究发现，患者进行
第一 次的口腔护理的时间对整体效果有很大的影响，不 同
的时间不 仅 会对呼吸机肺炎的感染概率有影响，还对患者
使用各种机械进行通气的时间有影响。

1 资料以及护理方法

1 .1 资料
搜集了 本院在20 18年 2月至20 19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进行气管插管的患者，总共为 150 名患者，并通过随机分
组的方法将这些 患者分为 了 三 组，对于 A 组的患者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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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6名男性患者，24名女性患者，患者的平均年龄在
（52.3± 4.2）岁，患者的健康评分大约在 20 分左右，这
组患者的疾病主 要包括了 脑血管疾病、颅脑损伤疾病、中
毒、心跳停止等。 对于 B组的患者而言，有 24名男性患
者，26名女性患者，患者的平均年龄在（52.1± 3.6）岁，
患者的健康评分大约在 20 分左右，主 要的疾病类型与 A
组的患者一 致。对于 C组的患者来说，有 22名男性患者，
28名女性患者，患者的平均年龄在（51.8± 3.9）岁，患
者的健康评分大约在 20 分左右，主 要的疾病类型也 与 A
组患者一 致，通过上 述内容可以 发现，三 组患者几乎 没有
差异性，因此研究具有意义 。

在本研究中 ，满足以 下 几点要求的患者能够参与 到研
究中 ：① 患者是第一 次进行气管插管处理；② 患者大约采
用机械进行通气的时间在 2天以 上 ；③ 患者在之 前并没有
任 何口腔类的疾病。

如果患者满足以 下 几点内容，则对其进行排除：① 患
者在切开气管之 前就已经存在肺部感染的问题，以 及或者
使用了 各种激素类的药物；② 患者在 2天内进行了 多次的
插管处理；③ 患者的肺部存在一 定的损伤；④ 患者或者是
患者的家属不 同意参与 到本研究中 。

1 .2护理方法
A 组的患者在进行气管插管处理之 后的 6 个 小时之

内进行了 第一 次的口腔护理工作 ，而B组的患者在及西
宁气管插管处理之 后的 6 个 小时到 12 个 小时期间进行了
口腔护理工作 ，C组的患者在进行气管插管处理的 12 个
小时到 24 个 小时期间进行了 口腔护理工作 。 这三 组患者
进行口腔护理的时间不 同，但是其护理的方法是一 致的，
在护理工作 开展的过程中 ，相关的工作 人 员必须要注意卫
生，并及时地进行消毒，每天都采用专 门的纱布来对患者
的口腔进行清理，并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排痰处
理，同时还需要将病床的床头高度进行抬高处理，将高度
进行严 格的把控，一 般情况下 在 35° 左右，同时需要每
四个 小时对患者气囊的气压情况进行监测，保证气压在合
理的范围内。如果患者的通气时长在三 天以 上 ，则需要对
患者进行声门下 分泌物的引流处理，每天都对患者的呼吸
能力等进行检测与 评估，补充患者的营养，同时还需要采
用抑酸剂来避免患者出现溃疡的问题。除此之 外，护理人
员需要每周对呼吸机的管道和湿化器进行更换处理，同时
每天都要将湿化液进行更换处理，将呼吸机以 及集水杯中
所含有的冷凝水进行及时的处理，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使
用抗菌类的药物。

1.3重要指标
对每一 组患者口腔出现异味的情况、口腔中 的阳性病

菌的情况、呼吸机肺炎感染的概率、患者病死的概率、通

气的时间、患者入住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的时间、每组患者
平均的住院时长进行详细的记录。护理人 员通过嗅觉来对
患者的口腔异味情况进行判断。将患者牙齿表面的污渍进
行提取之 后培养病原菌，以 此来进行患者的病原菌的检测
工作 。患者呼吸机肺炎感染的判断主 要是按照相应的制度
要求中 的标准来进行的，如果患者使用机械进行通气的时
间在 4天之 内，则为 早发性的呼吸机肺炎，如果患者使用
机械进行通气的时间在 5天以 上 ，则为 晚发性的呼吸机肺
炎：（1）患者在使用呼吸机的时间超过两 天之 后发病；
（2）与 使用机械进行通气之 前的胸片相比较，患者的肺
部有阴影；（3）患者存在湿啰音的情况；如果患者满足
以 下 内容中 的一 点，则说明患者的呼吸道存在一 定量的脓
性的分泌物：（1）患者的血白细胞的计数在 4× 10 9/L 以
下 ，或者是在 10 × 1 0 9/L 以 上 ，同时患者的肺结核出现了
左移的情况；（2）患者的发病之 后的分泌物有病原体；
（3）患者的体温在 38摄氏度以 上 。

1 .4统计方法
主 要采用了 相应的统计软件 来对各种相关的数据信

息进行统计与 分析，对三 组患者的计数资料主 要采用了 χ
2检验的方法。

1.5呼吸机肺炎诊断的标准
患者呼吸机肺炎感染的判断主 要是按照相应的制度

要求中 的标准来进行的，如果患者使用机械进行通气的时
间在 4天之 内，则为 早发性的呼吸机肺炎，如果患者使用
机械进行通气的时间在 5天以 上 ，则为 晚发性的呼吸机肺
炎：（1）患者在使用呼吸机的时间超过两 天之 后发病；
（2）与 使用机械进行通气之 前的胸片相比较，患者的肺
部有阴影；（3）患者存在湿啰音的情况；如果患者满足
以 下 内容中 的一 点，则说明患者的呼吸道存在一 定量的脓
性的分泌物：（1）患者的血白细胞的计数在 4× 10 9/L 以
下 ，或者是在 10 × 1 0 9/L 以 上 ，同时患者的肺结核出现了
左移的情况；（2）患者在发病之 后的分泌物存在新病原
体；（3）患者的体温在 38摄氏度以 上 。

2 研究结果

2.1 口腔异味的情况、口腔中 阳性病菌的情况、呼吸
机肺炎感染的概率以 及死亡 率对比

A 组的患者的口腔出现异味的情况、口腔中 的阳性病
菌的情况、呼吸机肺炎感染的概率与 B组的患者以 及 C
组的患者相比较为 明显，并且 在第一 次的护理工作 时间不
断延长，患者口腔的异味情况、口腔中 阳性病菌的概率、
呼吸机肺炎出现的概率不 断的提高，三 组患者病死的概率
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随着口腔护理工作 的时间越
迟，患者的死亡 概率明显的增加，主 要为 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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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患者使用机械通气时长、入住ICU 病房时长、平
均住院时长对比

A 组患者机械通气的时长、患者入住 ICU 病房的时长、
每组患者平均的住院时长与 B组以 及 C 组的患者相比比
较短，并且 随着在第一 次的护理工作 时间不 断延长，患者
机械通气的时长、患者入住 ICU 病房的时间、每组患者
平均的住院时长不 断地增长，主 要为 表 2所示。

3 讨论

呼吸机肺炎是患者在进行气管插管处理的过程中 最
为 常见的并发症，该疾病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非常大的
影响，能够很大程度地增加患者使用机械进行通气的时长，
还能够提高死亡 率，对患者的预后造成非常严 重的影响。
通过对患者在气管插管处理中 的呼吸机肺炎的监测能够
一 定程度的缓解上 述问题。对于 气管插管的患者而言，其
很容易由于 残留物、分泌物在口腔中 的累积，而导致患者
感染病菌，之 后病菌进入到患者的肺部，导致患者感染呼
吸机肺炎疾病。因此，通过对患者进行口腔护理能够有效
地降低此类问题出现的概率。

根据相关的研究可以 发现，对气管插管的患者进行口
腔护理的时间越早，降低呼吸肺炎感染的效果就越好。通
过上 述内容可以 了 解到，本研究中 的 A 组患者由于 口腔
护理工作 开展的时间与 其他 两 组患者相比较早，使得研究
的各项内容结果与 其他 两 组相比都较好，直接表明：气管
插管的患者需要尽早地进行口腔护理工作 ，以 此能够有效

地降低呼吸机肺炎感染的概率。主 要的原因是过早的对患
者进行口腔护理，氯己定能够对病原菌的滋生有一 定的抑
制作 用，以 此能够有效地避免病原菌进入到患者的肺部，
造成患者感染呼吸机肺炎。同时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第一
次口腔护理的时间逐渐延长，会使得患者感染呼吸机肺炎
的概率、住院的时长等几个 方面也 随之 延长，以 此能够直
接表明，口腔护理的时间对于 呼吸机感染的概率、死亡 率
等有一 定的联系，因此相关的工作 人 员必须要尽早的对气
管插管患者开展口腔护理工作 ，以 此能够有效的减少呼吸
机肺炎感染的概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 在护理的过程
中 护理人 员需要采用特定的含有氯己定的纱布来对患者
的口腔进行清洗处理，而不 能采用以 往的清洗方法，因为
以 往使用的方法会导致大量的细菌进入到患者的呼吸道
内，对患者造成严 重的影响，容易导致患者感染呼吸机肺
炎。 一 般情况下 ，在对插管处理之 后的患者进行第一 次口
腔护理工作 的时间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的。通过
本研究可以 发现，对患者进行口腔护理的时间不 断的延迟，
就会很大程度的增加患者感染呼吸机肺炎的概率，同时也
会提高患者的死亡 率。 主 要原因是因为 ，尽早的进行口腔
护理时，其使用的氯己定能够很大程度的减少患者口腔中
的病菌，避免患者对病菌的误吸情况，以 此能够有效的减
少患者感染呼吸机肺炎的概率以 及死亡 率。

4 结语

通过上 述内容可以 发现，对进行了 气管插管处理的患
者进行口腔护理工作 时，应当将时间选在插管之 后的 6
个 小时之 内，以 此能够有效的降低患者感染呼吸机肺炎的
概率，减短患者使用机械通气以 及住院的时长，具有非常
大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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