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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对建立人工气道患者肺部感染的影响"

杜培花!赵文凤#

!孙春红!闫柏刚!胡祥梅!蔡
!

勤!陈友慧"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循证护理对建立人工气道患者肺部感染的影响%方法
!

将
#"$1

年
%

月至
#"$!

年
%

月应

用循证护理的人工气道患者
1#

例作为观察组!选取
#"$#

年
!

月至
#"$1

年
:

月采用传统护理方法的人工气道患者

1/

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差异%结果
!

观察组在肺部感染发生率$人工气道留置时间$人工气道留

置相关费用以及患者护理质量满意度指标上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9":

#%结论
!

循证护理

能有效地降低人工气道患者肺部感染的发生!减少人工气道的留置时间和相关的费用!促进了患者病情的康复和

转归%

#关键词$

!

循证护理&

!

人工气道&

!

肺部感染

!"#

!

$%&'()(

"

*

&+,,-&$)./0(12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7/!::

"

#"$:

#

#$71#107"#

!!

循证护理是指护理人员以科学研究为证据#结合临床知识

和经验#同时参考患者的意愿#在护理实践中做出科学护理决

策的过程#是一种遵循科学证据的护理实践方法*

$7#

+

)人工气

道是急诊医疗中常用的急救技术#通过人为建立的气体通道进

行有效的通气#但是其操作的侵入性以及对正常呼吸道功能的

损坏#增加了呼吸道及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临床数据表明#

肺部感染是人工气道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9:_

$

1"9!_

#严重阻碍了患者的救治与恢复#增加了患者的病死

率*

1

+

)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肺部感染的发生显得尤为

重要)本文旨在通过探讨本科室运用循证护理对建立人工气

道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的影响#为防止和减少人工气道患者肺部

感染的护理实践提供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自
#"$1

年
%

月至
#"$!

年
%

月行急

诊建立人工气道共
1#

例采取循证护理预防肺部感染患者作为

观察组#其中气管切开
/

例#经口气管插管
#$

例#经鼻气管插

管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0$

岁#平均$

%$9#T/9%

%

岁(基础疾病包括脑血管意外
$"

例,急性中毒
#

例,呼吸衰竭

1

例,颅脑外伤
!

例,心血管疾病
/

例,其他疾病
!

例)选取循

证护理前
#"$#

年
!

月至
#"$1

年
:

月本科室急诊建立人工气

道
1/

例传统护理患者作为对照#其中气管切开
$$

例#经口气

管插管
#%

例#经鼻气管插管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01

岁#平均$

%"9/T090

%岁(基础疾病亦包括脑血管意外
$#

例,急性中毒
#

例,呼吸衰竭
!

例,颅脑外伤
:

例,心血管疾病

$$

例,其他疾病
: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种,病情及建立

人工气道方式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

%)

具有可比性#排除标准!经气管插管后死亡病例(因肺部感染行

人工气道或就诊已有肺部感染病例(就诊时已有肺部感染因素

但无感染症状病例(人工气道留置时间小于
$D

患者(人工气

道未能拆卸患者(儿童患者)

$9/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在建立人工气道后采用传统的常规

护理#包括心电监护对心肺,血氧饱和度的监测#观察患者病情

变化及记录患者生命体征#监测血气分析和血氧情况的变化#

及时调节吸氧浓度#据经验行口腔清洁,吸痰以及人工气道外

口的消毒清洁)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对患者生命体征及心肺情

况监测的基础上#采用循证护理的方法#对建立人工气道患者

的预防肺部感染的各个环节$病室的管理,无菌操作,器械及呼

吸机的管理,肺部基础护理,护理体位选择,口咽部护理,气道

湿化,吸痰护理,气囊管理,人工气道周围皮肤护理和支持治疗

及护理等%进行有科学证据和量化执行的循证护理)

$9'

!

观察指标
!

以观察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人工气道留置

时间,人工气道留置相关费用以及患者及家属护理满意度为主

要观察指标)肺部感染的诊断标准以
#""$

年1医院感染诊断

标准$试行%2为依据#患者满意度测评采用本科室自行设计的

1患者满意度调查表2#对患者在整个护理环节的满意情况进行

调查#并据分数将患者对护理质量的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满

意,一般,不满意
!

个等级)

$9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09"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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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采用
DT@

表示#组间比较用
5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9$

!

观察组与对照组各临床指标的比较
!

与对照组比较#观

察组病例的肺部感染发生率,人工气道留置时间及人工气道留

置相关费用均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

表
$

)

表
$

!

观察组与对照组各临床指标的比较

组别
&

肺部感染

*

&

$

_

%+

人工气道留置时间

$

DT@

#

L

%

平均人工气道留置

相关费用$

DT@

#元%

观察组
1# #

$

%9#:

%

09#T$91 1">09%T/%9>

对照组
1/$#

$

1"9>>

%

$19:T$9% :1>/9>T$"#9>

%

#

"

5 %9%>: /9#1# $#>91#:

!

$

"9":

$

"9":

$

"9":

/9/

!

患者满意度对比分析
!

经统计#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

率为
/"9%#_

#对照组护理满意率
:190!_

#施行循证护理后患

者的护理满意率较实行前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9!$:

#

!

$

"9":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比较

组别
&

非常满意

$

&

%

满意

$

&

%

一般

$

&

%

不满意

$

&

%

总满意率$

_

%

观察组
1# $$ $0 # $ /"9%#

"

对照组
1/ 0 $1 $$ > :190!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9!$:

#

!

$

"9":

)

'

!

讨
!!

论

人工气道的建立是一种常用的抢救患者生命的急诊医疗

技术#是指将导管经口"鼻或气管切开插入气管内建立的人为

气体通道#通过有效的人为控制和干预#进行辅助或控制性通

气#保障呼吸道的通畅#保证急性通气功能障碍患者有效的肺

部通气#以防止呼吸功能障碍所致的一系列不良后果#为后续

的救治赢得更多的方式和时间)然而#人工气道的建立#本身

是一种侵入性的操作#常常导致呼吸道正常的生理结构和功能

的破坏以及防御机制的减弱#增加呼吸道及肺部并发症的发

生*

!7:

+

)其中#肺部感染是人工气道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

一*

%7>

+

#常常作为诱因或使动因素影响患者的救治和恢复#甚至

导致患者的死亡)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人工气道患者

肺部感染的发生是当前医护人员所面临的严峻考验#是一项涉

及全体医护人员的系统工程#其中护理人员在这项工程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探寻科学,有效的人工气道护理是解决这

一问题的关键)

循证护理是指护理人员在护理活动中#审慎,准确和明智

地将科研结论与临床经验以及患者个人意愿相结合#作为临床

护理工作的依据)由此可以看出#循证护理并不是单一的科研

证据的应用#而是在使用科研证据的同时#集积护患个体因素

的作用#将护理研究与护理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循证护

理是一种科学,有效以及个性化的护理实践方法)既往大量关

于循证护理的研究显示#从事循证研究及实践活动#改变了临

床护士凭经验和感觉为主的习惯和行为#大大提高了护理工作

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07/

+

#增加了护理计划的针对性及护理干预

的有效性#保证护理工作在严谨,详尽,科学的轨道上运转#极

大地降低了临床护理患者的并发症及不良事件的发生

率*

$"7$1

+

)由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运用循证护理方法的护理

实践是当前解决人工气道患者肺部感染高发生率最可靠的方

法和依据)本研究通过应用循证护理对本科室急诊人工气道

患者进行科学有效的护理#观察分析应用循证护理前后两组人

工气道患者的护理质量和护理效果)结果显示!应用循证护理

的观察组肺部感染发生率为
%9#:_

#较常规护理的对照组

$

1"9>>_

%显著降低#并且在人工气道留置时间,人工气道留置

相关费用以及患者护理质量满意度等指标上均明显优于常规

护理的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9":

%)研究结果与

相关循证证据的护理效果相一致)

综上所述#运用循证护理对建立人工气道患者实施有效的

护理措施#以最佳证据为基础开展护理工作#能够最大限度地

减少患者继发肺部感染的概率#减少人工气道的留置时间和相

关的费用#促进了患者病情的恢复和转归)同时提高了护理质

量以及护理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完善了整体护理体

系#达到了满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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