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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气道护理在提高 ICU机械通气患者舒适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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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专职气道护理在提高 ICU机械通气患者舒适度的效果。方法：以我院 2017年 7月-2018年 7月收治的 ICU

机械通气患者 40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行常规护理，研究组行专职气道护理，对比两组护理满
意度及呼吸功能改善情况。结果：对照组与研究组患者舒适度满意率 75.00%、100.00%相比差异显著（P＜0.05）；两组患
者肺活量、潮气量等指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ICU机械通气患者应用专职气道护理效果显著，有推
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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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 重症患者抢救中多借助机械通气进行换气、通气，
因机械通气时间过长可能造成获得性肺炎等并发症，对患者
病情及后续治疗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机械通气过程中应加强
气道护理

[1]
。相关研究指出

[2]
，ICU 机械通气患者护理中应用

气道护理干预，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并发症发生，确保患者
顺利开展后续治疗，有效提高患者呼吸功能指标，效果显著。
本研究主要对 ICU 机械通气患者护理中应用专职气道护理干
预对其舒适度的影响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性资料 

以 2017 年 7 月-2018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40 例 ICU 机械
通气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患
者各 20 例。对照组男性 12 例，女性 8 例，年龄为 36-79 岁，
平均年龄为（58.63±3.06）岁；研究组男性 10 例，女性 10

例，年龄为 38-77 岁，平均年龄为（58.12±3.14）岁；两组
患者基础性资料方面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存
在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给予专职气道护理，
方法：①建立专职气道护理小组，要求小组成员必须进行相
关培训学习；护理过程中应根据患者病情变化对呼吸机参数
等进行调整，宣传呼吸机应用知识及遵医嘱合理性，避免患
者不配合出现人机对抗，影响后续进度；②患者治疗期间很
容易出现焦虑、不安、抗拒等心理，护理期间要求专职气道
护理人员与患者有效沟通交流，通过健康宣教使患者对疾病
情况进行了解，鼓励患者表达自身看法及想法，缓解患者不
良情绪，给予其安慰和鼓励，通过调节患者心理状态提高其
自信心及依从性。③护理人员需加强患者肺部护理，根据患
者动脉血气分析、肺部听诊、胸片结果给予雾化吸入，定时
辅助患者吸痰、叩背等；因患者需长期卧床休养，因此需间
隔性帮助患者更换体位，可根据恢复情况进行床边早期活动
锻炼；④患者吸痰过程中，应提前将无菌治疗巾放于患者胸
前，呼吸机管道脱开后应借助无菌治疗巾避免出现污染，期
间严格按照无菌要求操作，根据患者痰液进行湿化液配置，
是否带负压吸引可根据患者情况进行调控；⑤患者机械通气
干预期间，患者可能会因脱机出现痰液粘稠、气道干燥等情
况，因此应有效调控室内温湿度，通过微量泵持续泵入湿化
液可确保其持续性；护理中根据患者痰液情况可调控泵入速
度及用量。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呼吸功能各指标情况，包括肺活量、潮气
量、用力呼吸量及气道峰压；对比两组患者舒适度满意率，
主要借助院内自制舒适度调查问卷进行判定，总分值为 100

分，其中 80-100 分为十分满意，60-79 分为满意，0-59 分为
一般。 

1.4 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包 SPSS20.0 进行资料分析，

计数资料以%描述，借助 X
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 ±s）描述，

借助 t 检验；以 P＜0.05 表示两组对比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舒适度满意率 

对照组患者十分满意 9 例、满意 6 例、一般 5 例，舒适
度满意率为 75.00%，研究组患者十分满意 18 例、满意 2 例、
一般 0 例，舒适度满意率为 100.00%；研究组患者舒适度满
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呼吸功能改善情况 

对照组患者与研究组患者肺活量、潮气量及用力呼吸量、
气道峰压各指标方面相比，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详情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后呼吸功能改善情况对比 

3 讨论 

相关研究表明
[3]
，ICU 机械通气主要是指通过机械通气装

置辅助患者护理，交换患者肺内气体，有效降低自身消耗，
加快患者呼吸功能恢复速度，应用效果显著。另有研究指出
[4]
，患者应用机械通气干预中，机械通气管路具有较好密闭

性，但管路连接相对复杂，应用过程中患者可能因自身耐受
性不佳，出现抵触、焦虑等情绪，因此机械通气干预期间应
用科学性护理干预方案十分必要。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肺活量、潮气量及用力呼
吸量、气道峰压各指标方面均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提示，专职气道护理在 ICU 机械通气患者中应用可有效
改善患者呼吸功能，效果显著。研究组患者舒适度满意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通过分析认为，专职气道护理的应用可为患
者提供更全面、科学的气道护理服务，有效加快患者各指标
恢复速度，且患者自身舒适度较高。 

综上所述，专职气道护理的应用可提高 ICU 机械通气患
者舒适度，且呼吸功能指标显著改善，具有一定临床推广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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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肺活量（L） 潮气量（ml） 
用力呼吸量

（%） 

气 道 峰 压 （ cm 

H2O） 

对照组 20 3.04±0.16 417.85±40.33 63.30±6.14 29.87±2.46 

研究组 20 3.77±0.20 535.49±51.67 88.01±8.19 24.35±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