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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比较袜套式血氧传感器与普通迈瑞血氧传感器在 PICU 学龄前期儿童血氧监测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1 年 2 月－2021 年 5 月我科

室收治的 75 例学龄前期（3-6 岁）的患儿为研究对象，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 43 例、对照组 32 例，其中观察组患儿使
用袜套式血氧传感器，对照组采用迈瑞血氧传感器，通过评价患儿传感器的固定效果、监测数据有无消失现象及每两小时更换一次血氧探头后患儿
皮肤有无出现压痕现象等情况对比分析两种血氧传感器的使用效果。结果 干预后两组患儿的血氧传感器固定情况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血氧
监测波形消失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7）；每两小时更换一次血氧探头后患儿皮肤有无压痕现象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结论 袜套式血
氧传感器在 PICU 学龄前期儿童心电监护中的固定效果良好，监测数据及波形稳定准确，且能明显减少患儿皮肤压痕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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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氧饱和度监测是一种动态观察患者血氧情况变化的有效手

段，能密切监测患者呼吸、脉搏、心率、血氧等体征参数变化[1]，
其操作简便无创、指标直观，早期可预警低氧血症[2]且能及时发现
患儿病情变化，被广泛应用于 PICU 患儿心电监护中。但在使用血
氧饱和度监测期间，也出现了较多的问题，例如血氧监测探头易于
脱落、心电显示数据不稳定甚至消失，患儿皮肤出现压痕现象等[3]。
针对上述问题，我科室设计了一套袜套式血氧传感器，该血氧传感
器是将心电监护的血氧红外线探头嵌入儿童袜子上，在我科临床应
用中取得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21 年 2 月－2021 年 5 月我科室收

治的 75 例学龄前期（3-6 岁）的患儿为研究对象，其中重症肺炎
47 例，毛细支气管炎 17 例，感染性发热 11 例，按照简单随机抽样
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 43 例，其中男 22 例，女 21 例；对照
组 32 例，其中男 17 例，女 15 例。纳入标准：① 年龄在学龄前期
（3-6 岁）的患儿。② 患儿一般情况稳定，肤色、呼吸、哭声、肌
张力及动作均正常。排除标准：① 患者病情不稳定。② 患者神志
不清楚，哭恼剧烈时。③ 患儿下肢功能障碍、足背皮肤破损严重，
不可进行足背血氧监测。研究前，两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年龄、

性别）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 年龄=0.53；P 性别=0.55）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患儿使用迈瑞心电监护仪及配套传感器

导线，血氧传感器红外线探头放置位置均为下肢足背，日常护理时
均 2 小时更换一次血氧传感器放置位置。患儿在血氧监测过程中，
需要血氧探头放置部位的皮肤清洁无破损、末梢循环温度正常、下
肢活动正常无功能障碍等。 

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将心电监护监测血氧的红外线探
头嵌入儿童袜子上，通过袜套式代替普通捆绑式的佩戴方式对患儿
进行血氧监测。 

1.2.2 观察指标 通过对比分析患儿住院期间血氧传感器是否
脱落、监测心电监护数据有无消失现象及每两小时更换一次血氧探
头后患儿皮肤有无压痕现象等情况来评价两组患儿血氧探头的应
用效果。 

1.3.3  统计学处理  数据由双人核对录入，采用 SPSS 22.0 进
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年龄)采用均数加减标准差（ sx ± ）进行
描述，计数资料（性别、血氧固定情况、心电监护数据变化以及有
无皮肤压痕）采用 X2 方检验。检验标准均为 P<0.05。 

2、结果  
表 1. 两组患者血氧传感器使用情况 

性别 固定情况（%） 心电数据（%） 压痕（%） 
分组    项目 

男 女 
年龄（ sx ± ） 

良好 脱落 存在 消失 有 无 

观察组 22 21 4.42±0.86 39（91%） 4（9%） 37（86%） 6（14%） 3（7%） 40（93%） 
对照组 17 15 4.30±0.89 21（64%） 11（36%） 23（70%） 10（30%） 29（88%） 3（12%） 

X2 值/F 值/t 值 0.03 0.1 7.21 3.00 52.48 
P 值 0.53 0.55 <0.01 0.07 <0.01 

由上表可知、两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
年龄=0.55；P 性别=0.53）；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血氧监测时发生脱落情
况的对比中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且观察组血氧探头固定情
况优于对照组；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血氧监测是否出现心电监护数
据消失情况对比显示两组数据存在统计学差异（P=0.07），对照组
显示数据消失现象多与观察组；两组血氧监测使用过程中患儿皮肤
是否出现压痕现象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且对照组存在压痕
的数量明显多于观察组。 

3  讨论 
血氧饱和度是反映人体生理机能的重要参数,对危重患儿病情

观察起到重要的监测作用。缺氧对机体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
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肝、肾功能的影响。
学龄前期的儿童由于易动、好奇等因素干扰，致使血氧监测探头易
于脱落，特别是对于过胖或者过瘦的孩子，尤为不易固定；袜套式
血氧传感器是将心电监护的血氧红外线探头嵌入儿童袜子上，具有
弹性好、固定牢固、透气性好等优点。通过袜套式代替普通捆绑式
的佩戴方式对患儿进行血氧监测，即可实现对数据的采集、存储，
同时还能将血氧红外线探头牢牢地固定在患儿足背皮肤上。 

临床上，当血氧传感器佩戴部位或者方式不合适时，血氧探头

也会因与皮肤贴合不够严密，导致患儿心电监护数据显示不稳定甚
至消失；加之学龄前期患儿的皮肤特别娇嫩，即使每两个小时更换
一次血氧探头，患儿的皮肤还是会出现环形压痕。本研究中使用的
袜套式血氧监测装置松紧适宜、透气性好，受力均匀，且不会对患
儿的皮肤产生明显压痕。 

4  小结 
综上可知，袜套式血氧传感器既能实现对患儿血氧的监测功

能，具有固定效果良好，监测数据稳定准确等优势，还能有效地减
少传感器对患儿皮肤压痕现象的发生，在 PICU 学龄前期患儿心电
监护中的应用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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