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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口腔护理方案对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研究

郭秀荣!赵李侠!张飞鹏!孙明烁!刘艳秋

"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不同口腔护理方案对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接受治疗的
&"

例保留经口气管插管采取呼吸机辅助呼吸的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接受冲洗加擦拭口腔护理的患者为观察组!接受常规
_

&6

擦洗口腔护理的患者为对照组%比较
"

组患

者治疗后
@

J

值变化&口腔内部变化情况!以及满意程度评分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同时监测护理后
"/6

患者体温&白

细胞及
P

光线胸透检查%结果
!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口腔内部情况良好!体温&白细胞&

P

光线胸透等均在正常范围!观察组疗效

显著!住院病程短!患者满意程度高%与对照组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接受冲洗加擦拭口腔护理的重

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可有效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病的概率!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口腔护理#

!

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

!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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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是使用机械通气

引起的常见并发症之一#也是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病死的

重要原因之一(

!

)

*据国内调查显示#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

患病时可能感染病菌的概率是健康状态下的
!$

倍左右(

".%

)

*

口腔是病菌进入体内的重要途径之一#口腔护理成为降低患者

感染病菌的关键*现探讨使用不同的口腔护理方案对重度有

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病的影响#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接受治

疗的
&"

例保留经口气管插管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的重度有机

磷农药中毒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接受冲洗加擦拭口腔护理的患者为观察组#接受传统
_

&6

口腔护理方案治疗的患者为对照组*观察组
/!

例#男
"$

例#

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H!"#&*

&岁#平均住

院时间$

!!#!+H"#&(

&

)

*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

龄
!(

!

("

岁#平均年龄$

/!#!"H!+#'%

&岁#平均住院时间

$

!%#"*H+#&!

&

)

*纳入标准(

/.+

)

!$

!

&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保

留经口气管插管#且机械通气时间大于
/&6

*$

"

&口腔状况良

好#接受机械通气前无肺部感染*$

%

&神智清醒#对本研究知情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排除凝血功能障碍者*本研究经该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口腔护理操作者培训
!

对口腔护理操作者进行经口气

管插管口腔护理操作标准和流程熟悉的培训#培训结束后进行

严格考核#考核合格者才能进行下一步实际护理操作*

$#/#/

!

口腔护理方法
!

"

组患者均进行常规
_

&6

口腔护理#

患者接受治疗时床头抬高
%$n

#头偏向右边#

"

组患者擦洗取用

复方氯已定含漱液*$

!

&对照组进行护理时使用标准口腔护理

包#内置血管钳'镊子'医用卫生棉球#使用时操作者将棉球蘸

取复方氯已定含漱液进行擦洗*$

"

&观察组采用冲洗加擦拭相

结合的护理方法#具体操作为护理前操作者需先确保气囊压力

在$

"(#+H"#+

&

9B J

"

Z

#去除插管固定带后用容量为
+$BQ

的注射器吸取复方氯已定含漱液从高处缓慢清洗口腔内部#同

时将负压吸引装置连接至吸痰管吸出口腔内部液体#随后从标

准口腔护理包中去棉球蘸取复方氯已定含漱液细致擦洗口腔

内部#完成后固定插管*

$#/#'

!

评估标准
!

治疗后满意程度评估使用罗森伯格规律评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CR7)N<A;

!

S4<

5

"$!(

!

T1<#!/

!

U1#!/



估表!

$

!

!

分表示很不满意#

"

分表示不满意#

%

分表示满意#

/

分表示很满意*当出现牙菌斑'口腔黏膜破溃'出血'糜烂等任

意
!

项时扣
!

分*

@

J

值检测使用医用仪器#

@

J

值
+#$

!

+#+

时表示不能有效抑制口腔细菌#

'#'

!

(#!

时表示口腔内
@

J

值正常*

P

光线片胸透检测标准!有阴影为
!

#无阴影为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WVV!*#$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DH: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5

检验#计数资料以

例数或百分率表示#应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治疗前后满意度结果比较
!

"

组患者治疗后罗

森伯格规律评估显示#观察组患者满意程度$

%#/!H$#!%

&分较

对照组$

"#!/H$#+/

&分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表
!

!!

"

组患者治疗前后满意度结果比较$

DH:

'分%

组别 例数$

)

&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 !#"(H$#"! %#/!H$#!%

对照组
/! !#%!H$#!/ "#!/H$#+/

5 !#&"% "#%!'

! $#$+" $#$"/

/#/

!

"

组患者治疗前后
@

J

值检测结果比较
!

"

组患者治疗

后
@

J

值有较大好转#恢复至正常范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治疗前后
@

J

值结果比较$

DH:

%

组别 例数$

)

&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 +#""H$#!+ '#&!H$#"$

对照组
/! +#"*H$#"$ '#'"H$#!*

5 !#&"( "#"&+

! $#$+! $#$"*

/#'

!

"

组患者住院时间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

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X"#$!'

#

!X$#$/%

%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住院时间结果比较$

DH:

%

组别 例数$

)

& 平均住院时间$

)

&

观察组
/! !!#!+H"#&(

对照组
/! !%#"*H+#&!

/#1

!

"

组患者治疗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结果比较
!

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

例#占
/#&,

%对照组
!%

例#占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X"#/*+

%

!X$#$!'

%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治疗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结果比较#

)

$

,

%&

组别 例数$

)

&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2

!

"

组患者治疗后病症检测结果比较
!

治疗后#

"

组患者的

体温'白细胞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
P

光线片

胸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治疗后体温(白细胞及
P

光线片胸透检测

!!!

结果比较$

DH:

%

组别 例数$

)

& 体温 $

g

& 白细胞$

f!$

*

"

Q

& 阴影程度

观察组
/! %(#!"H$#/+ *#"/H$#"! $

对照组
/! %*#!%H$#+! !!#"&H$#!* !

5 "#%/+ "#"/*

! $#$"% $#$"'

'

!

讨
!!

论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是指在治疗过程中接受呼吸机治疗时

感染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是常见的中

毒现象#据外国研究机构研究表明#治疗过程中使用呼吸机的

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病率高达
*$,

#说明呼吸机相关性

肺炎的高发病率特点(

'.(

)

*由于中毒患者抵抗力低#患病程度

深#恢复缓慢#更加剧了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病严重程度(

&

)

*

本研究主要就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的实际发病情况#探讨常

规擦拭口腔护理方案及擦拭联合冲洗口腔护理方案的治疗效

果#选择最适合的口腔护理方案*

本研究使用的口腔护理清洗剂是复方氯已定含漱液#对照

组患者采用传统擦拭口腔护理方案#观察组使用擦拭联合冲洗

的口腔护理方案*结果表明#

"

组患者治疗后#观察组满意程

度更高#观察组治疗前为$

!#"(H$#"!

&分#治疗后为$

%#/!H

$#!%

&分#对照组治疗前为$

!#%!H$#!/

&分#治疗后为$

"#!/H

$#+/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有关研究显示#正常

@

J

值为
'#'

!

(#!

(

*.!!

)

*治疗后
"

组患者
@

J

值均有恢复#但

对照组仍有部分患者未达正常水平#对照组治疗前
@

J

值为

$

+#"*H$#"$

&#治疗后为$

'#'"H$#!*

&#观察组治疗前
@

J

值

为$

+#""H$#!+

&#治疗后均在正常范围$

'#&!H$#"$

&*治疗后

观察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例数$

"

例&远低于对照组$

!%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
"

组患者进行体

温'白细胞'

P

光线阴影胸透等检测#观察组体温为$

%(#!"H

$#/+

&

g

#对照组$

%*#!%H$#+!

&

g

%对照组部分患者白细胞恢

复正常水平#观察组基本在正常水平#对照组为$

!!#"&H

$#!*

&

f!$

*

"

Q

#观察组为$

*#"/H$#"!

&

f!$

*

"

Q

%

P

光线阴影胸

透显示#对照组患者仍有阴影#而观察组基本无阴影#证明观察

组口腔清洗彻底#

/&6

后肺部无异物产生#未发病*根据相关

标准#未出现发热'肺部异物等任意状况为无呼吸机相关性病

发(

!".!+

)

*本研究加强护理人员的素质#确保操作过程无失误#

加强护理能力#制定的口腔护理方案#也极大地降低了重度有

机磷农药中毒患者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病率*

综上所述#本研究制定的擦拭联合冲洗口腔护理方案#能

更有效地降低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疾病

发病率#但对患者的情况复杂性仍需要制定不同的口腔护理方

案#寻求最佳的口腔护理方案以减少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疾病

的发病率#具有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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