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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原因分析及护理研究

成春艳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云南昆明

【摘要】 目的 对 ICU呼吸机相关肺炎出现的原因及护理对策进行分析，以期能够为 ICU护理人员开

展工作提供一些参考。方法 本次实验时间为 2019年 2月-2020年 2月，实验对象为 ICU利用呼吸机辅助通

气的患者，实验人数共计 106 例，实验过程中护理人员在充分分析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对患者进行针对性护

理，对所选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出现情况进行记录和研究。结果 本次实验所选 106 例患者中共有 22
人出现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出现几率为 20.75%；患者接受呼吸机辅助通气的时间及患者

的年龄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出现几率有着直接的影响。结论 ICU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应对呼吸机相关

性肺炎给予足够的关注，并通过针对性护理手段降低相关因素的负面影响，以此减少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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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ICU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and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ICU nurses to carry out their work. Methods: This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from February 2019 to February 2020. The subjects of the experiment were ICU
patients using ventilator-assisted ventilation.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experiment was 106 cases. During the
experiment, the nursing staff analyzed the patients on the basis of sufficient analysis of relevant factors. Carry out
targeted care, record and study the occurrence of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in selected patients. Results: A
total of 22 of the 106 patients selected for this experiment developed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The
probability of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was 20.75%; the time the patient received ventilator-assisted
ventilation and the age of the patient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has a direct impact. Conclusion: ICU nurses
should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in their actual work,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lated factors through targeted care, so as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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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及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呼吸

机在 ICU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较好

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重症监护室的治疗效

果，提高了 ICU患者的成活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呼吸机的应用有可能导致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出

现，进而加大患者的痛苦，加重患者家庭的经济负

担。本次实验选择本院 2019年 2月-2020年 2月期

间接受呼吸机辅助通气的 ICU患者共计 106人进行

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绩，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时间为 2019年 2月-2020年 2月，实

验对象为 ICU利用呼吸机辅助通气的患者，实验人

数共计 106例，所选 106例患者中男性患者共计 58
人，较女性患者多 10人，患者年龄最小为 28岁，

年龄最大为 85岁，平均年龄为（51.9±9.9）岁，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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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标准：本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开展本次实验；患者

亲属自愿同意患者参与本次实验；患者及其亲属充

分了解本次实验。排除标准：患者患有其他可能影

响实验结果的疾病[1]。

1.2 方法

实验过程中护理人员在充分分析相关因素的基

础上对患者进行针对性护理，对所选患者呼吸机相

关性肺炎的出现情况进行记录和研究。护理人员在

工作中应注意呼吸道护理工作的开展，定期对患者

呼吸道进行湿化和清洁，注意吸痰工作的开展，保

证患者呼吸道的清洁和卫生[2]。护理人员应注意更

换湿化器内部蒸馏水，确保蒸馏水的清洁和卫生，

以此保证呼吸道湿化的效果。而且护理人员应定期

清洁患者口腔，利用口腔清洁剂对患者口腔进行清

洁，以避免细菌的滋生。护理人员应注意对患者体

位进行规范，以减少食物反流情况的出现，切断呼

吸道与口腔之间的途径，以此减少肺部感染情况的

出现。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应对呼吸环路管理工

作给予足够的关注，注意检查呼吸环路的污染情况，

并定期对呼吸环路进行清洁、消毒或更换，以此确

保呼吸环路的卫生。而且护理人员应注意集水瓶放

置的高度，确保呼吸环路始终高于集水瓶，并严格

控制集水瓶内水平线，避免倒流情况的出现[3]。在

实际工作中，护理人员应注意对患者的临床症状及

各项生理指标进行监测，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

减少呼吸机的使用，以此实现预防肺炎的目的。患

者自身的免疫力受到其年龄的影响，针对年龄较大

的患者，护理人员应注意向患者体内注入营养液，

增强患者自身的抵抗力，从根本上避免肺炎的出现，

以此减轻患者的痛苦，促进患者的早日康复。护理

人员可以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适当应用抗生素，并

对抗生素的使用种类及剂量进行严格的控制，在保

证治疗效果的基础上避免抗生素的滥用。护理人员

应严格按照既定规则制度开展工作，按相关标准进

行全面细致的清洁和消毒，并控制病房进出人数，

确保消毒灭菌制度能够发挥出自身应有的作用。护

理人员应向患者及其亲属详细讲解相关注意事项，

帮助患者及其亲属正确看待呼吸机在临床上的作

用，帮助患者及其亲属掌握相关知识，以此提高患

者及其亲属的顺应性，降低护理工作的难度，确保

护理工作的高效有序开展。此外，护理人员在工作

中应定期对病房进行清洁和消毒，确保病房温湿度

事宜，并进行适当的通风，以此为患者提供较为舒

适的外界环境[4]。

1.3 统计学处理

在 SPSS22.0统计学软件下，计量资料及计数资

料分别为（x±s）及（n），检验分别通过 t及 x2，P
＜0.05意味着数据呈现统计学意义[5]。

2 结果

2.1
本次实验所选 106例患者中共有 22人出现呼吸

机相关性肺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出现几率为

20.75%。

2.2
患者接受呼吸机辅助通气的时间及患者的年龄

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出现几率有着直接的影响。

具体内容见表 1及表 2。
3 讨论

呼吸机辅助通气时间过长会对患者的呼吸道造

成一些损伤，影响气道自身的防御能力，进而导致

肺炎的出现。而且呼吸机的应用为外界污染物进入

患者肺炎提供了途径，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肺部感

染的几率[6]。ICU 患者病情往往较为危重，在呼吸

机辅助通气的过程中多是采取仰卧位，这种情况下，

表 1 不同年龄段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出现情况

年龄（岁） 人数（n） 感染人数（n） 比例(%) X2值 P值

小于 40岁 28 2 7.14 4.256 p＜0.05

40岁至 49岁 23 3 13.04 1.217 p＞0.05

50岁至 59岁 17 4 23.53 0.131 p＞0.05

60岁至 69岁 20 6 30.00 1.639 p＞0.05

70岁至 79岁 12 4 33.33 3.285 p＞0.05

大于等于 80岁 6 3 50.00 5.914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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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通气时间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出现情况

时间（分钟） 人数（n） 感染人数（n） 比例(%) X2值 P值

小于 7分钟 66 4 6.06 8.669 p＜0.05

7分钟至 14分钟 23 4 17.39 0.361 p＞0.05

15分钟至 21分钟 7 5 71.43 43.281 P＜0.05

22分钟至 28分钟 6 5 83.33 91.112 p＜0.05

大于等于 29分钟 4 4 100.00 131.527 p＜0.05

食物反流情况较为常见，会导致口腔细菌经由呼吸

道进入患者肺部，进而引起肺部感染。年龄较大的

患者自身抵抗力较弱，在之间期间更容易受到外界

因素的影响，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应加以注意。

本次实验时间为 2019年 2 月-2020年 2月，实验对

象为 ICU利用呼吸机辅助通气的患者，对 ICU呼吸

机相关肺炎出现的原因及护理对策进行分析，以期

能够为 ICU 护理人员开展工作提供一些参考[7]。实

验过程中护理人员在充分分析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对

患者进行针对性护理，通过呼吸道护理、呼吸环路

护理、营养支持、应用抗生素及病房管理等手段来

对肺炎进行预防，并对所选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的出现情况进行记录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本次

实验所选 106例患者中共有 21人出现呼吸机相关性

肺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出现几率为 19.81%；患者

接受呼吸机辅助通气的时间及患者的年龄对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的出现几率有着直接的影响。年龄小于

40岁、40岁至 49岁、50岁至 59岁、60岁至 69岁、

70岁至 79岁及大于等于 80岁的患者感染人数分别

为 2人、3 人、4 人、6人、4人及 3 人，呼吸机相

关性肺炎出现几率分别为 7.14%、13.04%、23.53%、

30.00%、33.33%及 50.00%；呼吸机辅助通气时间小

于 7分钟、7分钟至 14分钟、15分钟至 21 分钟、

22分钟至 28分钟及大于等于 29分钟的患者感染人

数分别为 4人、4人、5人、5人及 4人，呼吸机相

关性肺炎出现几率分别为 6.06%、17.39%、71.43%、

83.33%及 100.00%。

本次实验表明，ICU 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应

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给予足够的关注，并通过针对

性护理手段降低相关因素的负面影响，以此减少呼

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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