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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护理干预用于内科 ICU机械通气

患者的影响研究

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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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临床中治疗内科 ICU机械通气患者时，对患者进行综合性护理干预的护理效果。方法：在 2018年 3月到 2019
年 1月之间我院收治的内科 ICU机械通气患者中，使用随机抽签的方法选取 70人，并且将其分为使用不同护理方法的两组，各 35人。

对 70名患者的临床治疗记录进行回顾分析，对比两组患者呼吸性相关肺炎（VAP）的发生率。结果：对照组患者 VAP的发生率明显

更高，实验组患者各项身体水平更为接近正常数据范围（P＜0.05）。结论：对患者实施综合性护理干预的方式进行护理，能有效减少

呼吸性相关肺炎的出现，提高患者治愈率，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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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症病患集中在内科重症监护病房进行治疗，可以在最大

程度上集中医疗资源，有利于将资源最大化使用。但是，重症病

房中使用的机械通气方式，对患者的身体有一定的侵入性损伤，

这种通气方式虽然能缓解病患的缺氧情况，减轻患者痛苦，但是

其带来的副作用也对重症患者的生命健康有着巨大的威胁，甚至

可能导致患者死亡。机械通气方式导致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简称

VAP，指的是一种获得性肺炎，主要出现在使用机械通气的 48 小

时后到去除机械通气装置后 48 小时内，对患者的治疗情况有着

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多年临床研究中发现，

这种肺炎受病患的身体素质、年龄、护理方式、机械通气装置使

用方法和时间的影响。患者年龄越高、装置使用时间越长越容易

感染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虽然目前对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

展，VAP的发生率已经低于 5‰，但是我国对于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的预防仍不到位，发生率依然高于 9% 。本文将着重分析综合

性护理干预方式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预防作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 2018年 3月到 2019年 1月之间我院收治的内科 ICU机

械通气患者中，使用随机抽签的方法选取 70人，并且将其分为

使用不同护理方法的两组，各 35人。对 70名患者的临床治疗记

录进行回顾分析，对比两组患者呼吸性相关肺炎（VAP）的发生

率。

实验组 35名患者中有男性病患 21人，女性病患 14人，年

龄在 21至 53之间，平均年龄（36.37±1.49）；对照组患者中有

男性病患 19人，女性病患 16人，年龄在 20至 54之间，平均年

龄（37.18±1.49）。两组患者的基础资料进行对比后发现，无统

计学意义，可以进行对比。

1.2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护理帮助，主要包括健康宣讲、心理干

预、饮食护理等。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验组患者接受综合性

护理干预，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①基础护理。对患者创口附近皮肤进行密切观察，对病患的

身体变化情况做出及时处理。保持病房湿度和温度，湿度不低于

60%不高于 70%，最佳温度为 20—22℃。每天消毒处理重症病

房内的物品，保证病房环境清洁，及时更换、补充必备物品。

②气道护理。保证患者呼吸通畅，定期帮助患者排痰。如果

患者难以咳出分泌物，可以使用 2—3mL氯化钠溶液滴入气管，

若仍无法顺利排出，可以将氯化钠注射液剂量增加至 250mL并
增加 30mg沐舒坦溶液滴入患者气管，然后轻叩患者背部，排出

分泌物。如果患者分泌物过多则应注意观察其分泌物的颜色，及

时发现患者病情变化情况。

③呼吸设备管理。在使用呼吸设备时注意保护患者呼吸道健

康，避免损坏患者呼吸道。还需保证呼吸机通道清洁、通畅，注

意呼吸机中冷凝水的高度，不应过多，需保持低水位。护理人员

应每天更换呼吸机湿化器中的无菌水。

④口腔护理。为防止患者口腔细菌滋生危害健康，影响患者

的治疗效果，护理人员需每天清理患者口腔。可以使用专业的护

理液，每天定时进行一次口腔冲洗，以保证口腔卫生。

⑤消化道护理。由于重症病房中的患者多数处于昏迷状态，

胃部机能减弱，所以医护人员在选择使用的药物时，应注意保护

患者胃部健康，避免损伤胃粘膜。另外还应减少甚至不使用质子

泵抑制剂，以防止胃酸减少从而导致的口腔定植菌反流，损害呼

吸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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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观察指标

详细记录观察患者使用呼吸设备的时间和使用情况，是否出

现并发症，并比较两组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

1.4数据处理

本次患者资料研究使用的是 SPSS22.0 软件，将数据录入后

将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进行对比研究，用[n（%）] 表现计数资

料，用χ2表示计量数据。当 P值＜0.05时，研究数据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对两组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比较可以发现，实验组

35名患者中仅有 2人出现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而对照组有 9人
出现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达到 25.71%，明显高于实验组。

比较结果见下表。

常规救治与多发伤合并救治效果比较[n（%）]

组别 n VAP 发生率（%）

实验组 35 2 5.71

对照组 35 9 25.71

χ2 5.2851

P 0.0215

3 讨论

作为医院医疗资源和技术资源最为集中的病房，重症监护室

是一个特殊的治疗区域，被送到这里的病患，都属于危重症患者，

一般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身体功能衰竭。因为患者身体机能受损，

无法自主行动，本就较为脆弱的呼吸系统更容易受到损伤，导致

呼吸障碍甚至呼吸功能衰竭。所以为了保证病患呼吸通畅，重症

病房中呼吸装置是最常使用的治疗设备。但是呼吸机的使用方法

属于侵入式使用，对患者的呼吸道有较大刺激，会造成一定的气

道负担，而由于病患的肺部功能损伤、免疫系统对病菌的抵御能

力的降低，重症病患极容易出现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而护理人员

的不当护理行为则会加重病患的并发症表现，甚至导致治疗失败，

危及患者生命，所以提高护理人员专业技能对于危重症患者的治

疗有着重要作用。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成因较为复杂，在危重症

患病治疗中有较高的发生率，且有患者身体的损害严重，但是

VAP 的防治并不困难。在现代医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已经逐渐

意识到 VAP 的严重程度，并在临床中不断试验完善了相关的防

治手段。通过诸多的临床治疗经验可以发现综合性干预护理手段

就是防止 VAP出现的有效方式。综合性干预护理的科学性和合理

性决定了其在危重症患者治疗中的重要地位。在重症病患的护理

中，使用综合性手段，注重呼吸系统维护，通过在常规护理的基

础上保证患者呼吸畅通，对患者展开气管护理、口腔护理、呼吸

设备维护等护理手段，能有效阻止有害病菌对患者身体的侵害，

减少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出现，提高治疗效率，有利于患者治疗

后期的身体机能恢复。而且综合性干预护理手段能有效缩短机械

呼吸设备的使用时间，将对患者呼吸系统的侵入式损伤降到最低。

综上所述，在内科 ICU机械通气患者的临床治疗中，通过对

患者出现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可能性的相关评估，制定有效的综合

性护理干预手段，可以有效降低患者并发症、肺炎的出现，提高

治疗成功率，缩短治疗时间，对危重症患者的有效治疗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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