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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旁超声在肿瘤重症患者

——肠内营养监测中的护理应用

周继圣　董　悦 * 　羌　燕　范小燕　殷长浩

江苏省肿瘤医院重症监护室　江苏南京　210000

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究床旁超声技术在监测肿瘤重症患者肠内营养中的应用效果及其在护理实践中的价值。方法：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对象为江苏省某三甲肿瘤专科医院 ICU 的 310 例肿瘤重症患者。通过随机分配，155 例

纳入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监测胃残余量，155 例纳入实验组采用床旁超声技术进行监测。对两组患者的喂养不耐受症状、

营养风险及相关临床指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研究发现，实验组在减少喂养不耐受症状、改善营养状态方面较对照组有

显著优势。床旁超声技术在监测胃残余量方面更为精准，有助于制定更合理的肠内营养方案。结论：床旁超声技术在肿瘤

重症患者肠内营养监测中显示出较高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对改善患者的营养状态和整体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在临

床护理中更广泛地应用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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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肿瘤重症患者由于其疾病的严重性及治疗的复杂性，

往往伴随着营养不良的风险。营养不良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还可能导致治疗效果不佳、住院时间延长甚至死亡风

险增加。因此，对于这一特殊人群的营养状况监测和干预尤

为重要。肠内营养作为一种有效的营养支持方式，已被广泛

应用于肿瘤重症患者的治疗中。然而，传统的肠内营养监测

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无法准确评估胃排空情况，可能

导致喂养不耐受和营养不足 [1]。近年来，床旁超声技术因其

非侵入性、实时性和高准确性而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特别是在重症医学领域，然而，关于床旁超声在肿瘤重症患

者肠内营养监测中的应用研究相对较少。考虑到床旁超声在

评估胃排空功能方面的潜力，本研究旨在探讨其在此领域的

应用价值。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比较床旁超声与传统监测方法

在肿瘤重症患者肠内营养监测中的效果，以评估床旁超声技

术在改善患者营养状况、减少喂养不耐受症状方面的作用 [2]。

此外，通过这项研究，我们也希望为临床护理实践提供更为

精准和有效的营养监测方法，从而提升肿瘤重症患者的整体

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此项研究将填补床旁超声在肿瘤重症

患者肠内营养监测应用领域的研究空白，同时为临床护理提

供更为全面和有效的指导。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

本研究是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旨在探讨在江苏省某

三甲肿瘤专科医院的重症患者中，采用不同方法监测胃残余

量对肿瘤患者长期肠内营养支持的影响。共纳入了 310 例肿

瘤重症患者，他们分别被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实验组，

每组 155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胃残余量监测方法，而实验

组则采用床旁超声技术来监测胃残余量。这两种方法将用于

评估患者的肠内营养支持情况。研究的纳入标准包括患者年

龄在 18 至 75 岁之间，且被诊断为肿瘤相关重症，需要长期

肠内营养支持。这确保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并针对特定肿

瘤相关的重症情况进行了限定。排除标准包括对超声检查有

禁忌症的患者，以及有肠梗阻或严重消化道出血史的患者。

这些排除标准有助于确保研究对象的安全性和可行性。通过

对这 310 例肿瘤重症患者的观察和比较，我们将能够得出有

关不同胃残余量监测方法对肠内营养支持效果的结论。这项

研究的逻辑清晰，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多关于肿瘤患者的

肠内营养支持策略的信息和指导。

2.2 方法

实验组的患者在接受肠内营养前，首先使用便携式床

旁超声设备来监测胃残余量，操作步骤如下：1）确保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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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空腹状态，这是为了确保准确测量胃残余量的基准。2）

将患者安置在卧位，这有助于超声探头的置入和胃部的可视

化。3）将超声探头置于患者的腹部，以便实时观察胃部情

况，并记录胃囊的体积。4）开始肠内营养供给，最初以每

小时 20ml 的速率开始，然后逐渐增加至达到目标速率。5）

每隔 4 小时，使用床旁超声设备重新评估胃残余量，并根据

测量结果调整肠内营养的供给速率。这确保了患者接受的肠

内营养量与其胃容量相匹配，减少了胃残余的风险。对照组

的患者则根据传统的临床观察和体征来调整营养供给速率，

没有使用床旁超声设备。两组患者均接受为期两周的观察，

期间不断监测和调整肠内营养供给速率。这个设计旨在比较

两种不同的胃残余量监测方法对肠内营养支持的效果，以及

是否能够改善患者的临床状况和康复进程。床旁超声技术为

实验组提供了更为精确和个体化的监测，有望提高肠内营养

的管理效果。

2.3 观察指标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关注了多个重要的观察指标，以

全面评估不同的胃残余量监测方法对肠内营养支持的效果：

我们关注了喂养不耐受症状，如恶心和呕吐。这些症状可以

影响患者的舒适度和肠内营养的接受情况，因此是重要的观

察指标。我们监测了胃残余量，这是评估肠内营养支持效果

的关键指标。通过床旁超声技术和传统方法的对比，我们可

以了解两组患者的胃残余情况是否有显著差异。患者的营养

状态指标也在观察中，包括体重和白蛋白水平。这些指标反

映了患者的整体营养状况，对比两组可以评估不同胃残余量

监测方法对患者的营养状况是否有不同影响。此外，我们关

注了临床治疗效果，包括住院天数和并发症发生率。这些指

标反映了患者的康复情况和治疗结果，有助于判断不同监测

方法对临床治疗效果的影响。同时，我们记录了两组患者的

喂养中断情况和与肠内营养相关的并发症。这些信息对于评

估肠内营养支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通过对这些观

察指标的系统记录和分析，我们将能够得出关于床旁超声技

术与传统方法在肠内营养支持中的优劣势的结论，为临床实

践提供更多的决策依据和指导。这项研究的设计清晰，旨在

深入研究肿瘤患者的肠内营养管理策略。

2.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定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定性数据采用百分比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χ² 检验。以 P ＜ 0.05 为统计学差异显

著性标准。

3. 结果

在本研究中，我们详细比较了床旁超声技术与传统方

法在肿瘤重症患者肠内营养监测中的效果。结果表明，床旁

超声技术在监测胃残余量、评估喂养不耐受症状以及改善患

者营养状态方面均优于传统方法。

研究结果显示，床旁超声技术在监测肿瘤重症患者的

胃排空情况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精准性和效果。在实验组

中，仅有 15% 的患者出现喂养不耐受症状，如恶心和呕吐，

而与之对比，对照组中的喂养不耐受比例高达 30%。这一

显著差异表明了床旁超声技术在监测胃排空情况方面的卓

越性能。通过实时观察胃内情况，床旁超声技术可以及时检

测出患者的胃排空情况，有助于医护人员调整喂养策略，减

少了喂养不耐受症状的发生。这对患者的舒适度和肠内营养

的有效吸收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结果清晰地显示，床旁超声技术在胃残余量监测方

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实验组中，通过床旁超声监测来调整肠

内营养速率的次数明显少于对照组。具体而言，实验组平均

每位患者需要进行 5 次调整，而对照组则平均需要进行 10

次调整。这一发现强调了床旁超声技术在监测胃排空情况和

胃残余量方面的精确性和实用性。通过实时观察胃内情况，

医护人员可以更快速、更准确地调整肠内营养的供给速率，

以确保患者接受的肠内营养与其胃容量相匹配，降低了胃残

余的发生风险。

研究结果明确显示，在患者的营养状态方面，实验组的

患者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具体而言，实验组患者的体重和白

蛋白水平等营养指标均较对照组有显著提升。在体重方面，

实验组的患者平均体重增加了 2.5 公斤，而对照组的平均体

重增加仅为 1 公斤。这表明实验组接受的肠内营养支持更有

效地促进了体重的增长，这对于肿瘤重症患者的康复非常重

要。此外，实验组患者的白蛋白水平也有显著提高，提升了

5g/L，而对照组的相应增加为 2g/L。白蛋白水平的提升反映

了患者的蛋白质营养状态的改善，对于维持组织修复和免疫

功能至关重要。这些结果强调了床旁超声技术在肠内营养支

持中的重要性，它能够更精确地调整肠内营养供给，从而改

善患者的营养状态。

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在临床治疗效果方面，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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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具体而言，实验组患者的住院天数和

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实验组的平均住院天数为 25

天，而对照组的平均住院天数为 30 天。这意味着接受床旁

超声监测的患者能够更早地康复，从医院出院，减少了住院

时间的负担。此外，实验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15%，而对

照组的并发症发生率高达 25%。这说明床旁超声技术能够

有效降低并发症的风险，提高了患者的治疗安全性和质量。

这些结果进一步强调了床旁超声技术在肿瘤重症患者的肠

内营养支持中的重要性。通过更为精确的监测和调整，能够

改善患者的营养状态，减少住院时间，降低并发症风险，为

临床实践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指导。

表 1: 喂养不耐受症状比较

组别 实验组（床旁超声） 对照组（传统方法）

患者人数 155 155

发生率 15% 30%

表 2: 营养状态指标比较

指标 实验组（床旁超声） 对照组（传统方法）

体重增加 平均 2.5 公斤 平均 1 公斤

白蛋白水平提高 平均 5g/L 平均 2g/L

总结而言，床旁超声技术在肿瘤重症患者的肠内营养监

测中显现出明显的优势。它不仅能够提高患者的营养状态，

包括体重和白蛋白水平，还有助于减少喂养不耐受症状的发

生，如恶心和呕吐。此外，床旁超声技术有望缩短患者的住

院时间，并显著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这些发现对于改善肿

瘤重症患者的治疗效果和提高康复机会具有积极的影响。床

旁超声技术为医护人员提供了更为精确和个体化的监测工

具，有望为肠内营养支持策略的制定和调整提供更多的信息

和指导。

4.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为床旁超声技术在肿瘤重症患者肠内营

养监测中的应用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展示了其显著的优势。

这一发现与近年来其他相关研究的趋势相一致，突显了床旁

超声技术在医疗护理领域的前景。

床旁超声技术被证明在肿瘤重症患者的肠内营养监测

中具有显著优势 [3]。作为一种实时、非侵入性的监测工具，

它为医护人员提供了更精确的胃排空情况和胃残余量的监

测手段。这有助于确保肠内营养供给与患者的胃容量相匹

配，降低了胃残余的发生风险。此外，床旁超声技术还显著

降低了喂养不耐受症状的发生率，如恶心和呕吐。通过直观

展现胃内容物，它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更准确的胃排空情况评

估，使他们能够及时调整肠内营养方案，减少了营养不足或

过量带来的并发症。这对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康复潜力

具有重要意义。

床旁超声技术的应用确实在多个方面带来了显著优势。

其中之一是它提高了胃残余量监测的准确性，这意味着医护

人员能够更精确地了解患者的胃排空情况，有助于避免喂养

不足或过量。与此同时，这项技术的非侵入性特点降低了对

患者的侵袭性操作，如胃管插管的需求。这降低了患者的不

适感和相关风险，提高了患者的治疗安全性和舒适度。此外，

减少了侵袭性操作也可以提高医护人员的实践效率，使他们

能够更专注于患者的综合护理和监测，而不必过于关注操作

的风险和不适。因此，床旁超声技术的应用在提高治疗质量

的同时也增加了医疗护理的效率和患者的舒适度。这一方面

进一步强调了其在肠内营养监测中的重要性 [4]。

研究结果显示，床旁超声监测组的患者在营养状态方

面取得了显著的改善。体重的增加表明患者摄取了更多的营

养物质，这对于肿瘤重症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此外，白蛋

白水平的提升也反映了患者蛋白质营养状态的改善，这对于

维持组织修复和免疫功能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指标的改善

不仅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还可能对治疗预后产生积

极的影响。因此，床旁超声监测在优化肿瘤重症患者的营养

状态方面具有显著的临床价值。这一发现进一步强调了床旁

超声技术在医疗护理中的重要性。

床旁超声技术不仅能够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还显著

缩短了平均住院天数，减轻了医疗系统的负担。同时，它降

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从而减少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面临的

风险。这一综合效应对于肿瘤重症患者的康复和医疗资源的

合理利用都具有积极的影响，进一步证明了床旁超声技术在

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性 [5]。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床旁超声技术的有效应用需要

专业的操作和解读技能。医护人员需要接受相应的培训和教

育，以确保技术的正确应用和结果的准确解读。此外，对于

某些特定患者群体，如有严重胃排空障碍的患者，床旁超声

的效果可能受限，这也需要在临床应用中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床旁超声技术

在肿瘤重症患者肠内营养监测中的应用。未来的研究应进一

步探讨其在不同类型的重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以及如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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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将这一技术融入到日常的临床护理实践中。这一领域的

不断发展将为肿瘤重症患者的治疗和康复提供更多的机会

和可能性，有望为医疗护理领域带来积极的变革。

5. 结论

本研究针对床旁超声技术在肿瘤重症患者肠内营养监

测中的应用进行了全面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床旁超声在肠

内营养监测中具有显著优势，特别是在减少喂养不耐受症

状、改善患者营养状态方面表现出色。此外，该技术还有助

于缩短住院时间和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从而提升患者的整体

治疗效果。床旁超声技术的成功应用凸显了临床护理在肿瘤

重症管理中的重要性。为了有效推广这一技术，需要对医护

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确保其操作和解读技能的精确性。同时，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床旁超声技术在更广泛的重症患者

群体中的应用潜力及其长期效果。床旁超声技术在肿瘤重症

患者的肠内营养监测中展现出巨大的应用价值，对于提升临

床护理水平、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研究和实

践应当继续探索和优化这一技术在重症医学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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