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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 患者 ECMO 联合 CRRT 治疗的医护一体化护理探究 

萧  丽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湖南省郴州市  423000 

【摘  要】目的：探究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患者体外膜肺氧合（ECMO）联合连续肾脏替代治疗（CRRT）的医护一体化护理效果。方法：拟将我院在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 ICU 接治并行 ECMO 联合 CRRT 治疗 84 例患者纳入研究，将入院时间作为分组依据，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7 月接治患者作为对照组（n=44），

2021 年 8 月至 2012 年 12 月接治患者作为研究组（n=40）。前者实施常规护理，后者实施一体化护理模式，对比护理效果。结果：研究组 ICU、ECOM 联合 CRRT

治疗时间以及症状好转时间更短（P＜0.05）。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更低，组间对比无差异（P＞0.05）。结论：针对 ICU 患者 ECOM 联合 CRRT 治疗过程中实施一体

化护理模式，能够缩短 ECMO 联合 CRRT 治疗时间，减少患者医疗费用、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关键词】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体外膜肺氧合；连续肾脏替代治疗；医护一体化护理 

 

体外膜肺氧合（ECMO）作为一种用于中短期心肺辅助支持系统，旨

在为危重症心肺功能不全患者提供有效支持治疗[1]。连续肾脏替代疗法

（CRRT）则是一种长时间、连续性体外血液净化疗法以替代受损肾功能

[2]。将 ECMO 联合 CRRT 用于治疗 ICU 危重患者的疗效确切，可有效改善

患者急性期症状，但因技术操作、应用管理较为复杂，对护理技能要求

较高，因此需治疗过程中的护理干预[3]。一体化护理模式是一种基于医生、

护士合作，发挥各自临床专业优势，为患者提供优质化、个体化、规范

化、整体化护理的新模式，改变了既往的独立型、指挥型等常规 ICU 护

理方案，达到符合患者需求的优化护理方案。本研究对我院 OCU 收治的

ECMO 联合 CRRT 治疗患者实施一体化护理模式，明确该护理模式的可行

性。现将结果整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拟将我院在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 ICU 接治并行 ECMO 联合 CRRT

治疗 84 例患者纳入研究，将入院时间作为分组依据，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7 月接治患者作为对照组（n=44），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12 月接治患

者作为研究组（n=40）。纳入标准：①ICU 治疗 5d 以上；②符合 ECMO

联合 CRRT 治疗适应证；③年龄 20~75 岁；④对本课题知情并同意。排

除标准：①未行 ECMO 联合 CRRT 治疗；②治疗期间死亡或转回常规病

房或出院；③患者依从性不佳。 

研究组男、女患者占比：21/19，年龄：34~74 岁、平均（54.00±12.02）

岁；对照组男、女患者占比为：22/20，年龄：33~75 岁、平均（54.12±

12.11）岁，组间上述资料对比无差异（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常规护理。集体早晨交班后，由医生分组带头对所管

患者进行医疗查房，护士床头交接班，同时对患者进行体征监护、导管

护理、饮食指导、心理护理等。患者行 ECMO 联合 CRRT 治疗前，护士

达成护理评估—主管医生根据患者实际给予医疗处置—护士处理医嘱、

病情观察、健康宣教—医生调整治疗方案—科室护士根据医嘱及指导完

成相应护理。 

1.2.2 研究组：医护一体化护理。（1）成立医护一体化护理小组：由

经验丰富 ICU 医师、ICU 护士、康复医师等组成护理小组。科室护士担任

医疗组长，N3 级以上护士担任该小组的护理组长，组员有主治医师、住

院医师、N2 级护士。小组成员定期进行 ECMO 联合 CRRT 治疗内外培训，

制定并落实护理方案。（2）护理方案：①术前：遵医嘱安装 ECMO，严格

无菌操作。②术中：a.置管过程，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成功后，排除

气体，准确连接引血管路；准备进行体外膜肺治疗。b.穿刺点用 3M 透明

敷料贴覆盖，保持局部清洁干燥，2 次/周进行更换。妥善固定插管位置

并做好标记。每小时检查管道连接是否良好。c.将制备好的预冲液按机器

提示预冲，尽量避免动脉壶、静脉壶气液平面出现泡沫，注意提高气液

平面。需长时间或反复行 CRRT 患者在间歇期，用 0.9%生理盐水脉冲式

冲管或肝素稀释液正压封管，1 次/d。d.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插管端

活动性出血、监测血氧饱和度变化。密切监测活化凝血时间（ACT）值，

并及时调整肝素用量，使 ACT 维持在 180~220s。③术后：留取血标本送

检，。胸片提示清晰，肺顺应性改善，可考虑停止 ECMO。 

1.3 观察指标 

（1）ICU 治疗时间、ECMO 联合 CRRT 治疗时间、症状好转时间。 

（2）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经软件 SPSS 处理，版本为 25.0，计数资料经百分数（%）和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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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检验，计量资料 sx  表示，t 检验，P＜0.05 提示有差异。 

2 结果 

2.1ICU 治疗时间、ECMO 联合 CRRT 治疗时间、症状好转时间 

研究组 ICU、ECOM 联合 CRRT 治疗时间以及症状好转时间短于对照

组（P＜0.05），见表 1。 

表 1  ICU 治疗时间、ECMO 联合 CRRT 治疗时间、症状好转时间（ sx  ） 

组别 例数 ICU 治疗时间（d） ECMO 联合 CRRT 治疗时间（d） 症状好转时间（d） 

研究组 40 11.74±1.32 6.12±1.12 8.14±1.41 

对照组 44 15.48±2.88 9.33±1.22 11.36±2.12 

t  7.523 12.521 8.111 

P  0.000 0.000 0.000 

2.2 并发症发生率 

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更低，组间对比无差异（P＞0.05），见表 2。 

表 2  并发症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肺部感染 低体温 凝血障碍 并发症发生率

研究组 40 1（2.50） 2（5.00） 1（2.50） 4（10.00） 

对照组 44 3（6.82） 6（13.64） 2（4.55） 11（25.00） 

x2     3.214 

P     0.073 

3 讨论 

在 ECMO 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风险较高，需要护理人员在实施操

作时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及细心的工作态度[4]。CRRT 能 大限度模拟肾

脏对水和溶质的清除，持续、大量、缓慢地清除体内水和溶质，稳定内

环境和减轻肺水肿。ECMO 联合 CRRT 作为危重症治疗的新方法是安全有

效的，但目前临床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对联合治疗过程中的护理

方案进行优化，以规避常规护理中存在的一人主导型、机械化护理流程

等弊端。 

医护一体化并非仅仅简单指医生和护士在一起工作，而是医生护士

之间既独立自主又分工协作、信息共享、相互帮助、相互促进、责任共

担的共事过程，患者的诊疗、健康教育、康复方案由医生、护士、患者

三方经过充分沟通后共同制定，在方案决策、方案实施过程中医护协作

互助，责任共担[5]。研究组 ICU、ECOM 联合 CRRT 治疗时间以及症状好

转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提示，针对 ICU 实施 ECOM 联合 CRRT

治疗的患者，一体化护理能够帮助其缩短治疗时间，促进身体恢复。原

因在于：一体化护理模式在医生和护士之间架构桥梁，使得医护间的沟

通和合作更为快捷而高效，医护关系由 初传统的医生绝对主导，护士

从属执行逐渐向医护积极交流、相互协作、共同主导型转变；医护一体

化护理模式有利于形成积极的合作态度，促进医护合作行为的增加，联

合工作内容能够使得医护之间的交接更为顺利，对促进患者身体恢复具

有积极作用。 

研究显示，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更低，组间对比无差异（P＞0.05），

证实，一体化护理能够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一体化护理模式能够医护间

的沟通渠道和方式更为通畅有效，能够快捷地实现患者相关信息的交换

和信息共享，使得医护双方均能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需求和清楚患者的

病情变化，能够及时调整患者仪器设备、参数，有利于医护双方做出正

确的医疗、护理决策，从而提高医护整体服务质量。 

综上所述，针对 ICU 患者 ECOM 联合 CRRT 治疗过程中实施一体化

护理模式，能够缩短 ECMO 联合 CRRT 治疗时间，减少患者医疗费用、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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