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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胃管置管法在脑卒中病人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张 野，李 静，马 莲，孙婷婷，张钰婧

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 河北廊坊

【摘要】目的 观察在脑卒中病人实行改良胃管置管法的具体应用方法及效果。方法 选择 2022年 3月-2023
年 3月我院收治的 97例脑卒中需置入胃管置管的患者，通过计算机排序分组，其中 49例患者实行常规胃管置管

方法为对照组，48例患者进行改良胃管置管法为观察组，对比两组患者置管时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置管临床

应用具体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其临床应用中一次性插管成功率高于对照组，

不适程度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脑卒中病人实行改良胃管置管法应用效果较佳，

能够减少其不良反应发生率，降低患者不适程度，提高一次性插管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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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improved gastric tube insertion method in strok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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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effects of the improved gastric tube
insertion method in stroke patients. Method A total of 97 patients with stroke who needed to be placed with gastric
catheter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2 to March 2023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groups by computer sorting.
Among them, 49 patients received conventional gastric catheterization as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48 patients received
improved gastric catheterization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catheterization and
the specific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atheteriz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uccess rate of one-time
intubation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egree of discomfort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improved
gastric tube insertion method in stroke patients has a better effect,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reduce
patient discomfort, and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one-time intub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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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又称脑血管意外，主要由于急性脑血管疾

病而引起的局部脑功能障碍，具有极高的致残率及死

亡率，其中吞咽功能障碍是脑卒中患者常见并发症，

发生率可高达 65%，严重导致患者治疗期间缺失营养，

其补液无法满足机体需求，造成营养不良而影响疾病

恢复，不利于疾病的治愈[1-2]。胃管置管是目前能够保

障患者营养供给的有效措施，但由于脑卒中患者出现

的局部功能障碍、咽喉功能失调、意识模糊等情况导

致无法配合胃管置入，这也给胃管置入造成了困难，

而反复的置管会引起患者的极度不适，而置管后的喂

食问题也较为复杂，会给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带来影

响[3]。因此为了有效地保障置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减少

对患者造成的不适和损伤，提升护理工作效率，本文

通过对脑卒中患者实行改良胃管置管法来分析临床应

用具体方法和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 2022年 3月-2023年 3月我院收治的 97例脑

卒中需置入胃管置管的患者，通过计算机排序分组，

其中 49 例患者实行常规胃管置管方法为对照组，48
例患者进行改良胃管置管法为观察组。其中对照组女

22例，男 27例，年龄 56～82（68.94±3.26）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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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女 22例，男 26例，年龄 55～81（68.47±3.57）岁，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患者均自愿参与，我院伦理委员会对本

研究完全知情并批准。

纳入标准：（1）患者均首次行胃管置入；（2）无

研究中使用置管及鼻滴液禁忌的患者；（3）患者及家

属知情并同意本次研究，依从度良好的患者。

排除标准：（1）置管禁忌证及鼻咽部异常或畸形

无法进行鼻饲胃管置入的患者；（2）具有口部饮食功

能无需采用胃管置管的患者。

1.2方法

1.2.1 对照组采取常规胃管置管法。让患者处于仰

卧位或侧卧位，状态良好的患者可取坐位插管，插管

15min前采用 1%的丁卡因喷雾进行松弛平滑肌，插管

时将胃管从鼻腔一侧插入，长度约 15cm，插入后进行

粘贴鼻贴固定胃管，同时在患者面颊部采用医用胶布

对胃管进行固定。

1.2.2 观察组实行改良胃管置管法。（1）提前进行

用物准备并在常规置管的基础上增加鼻滴液及 2%的

利多卡因用以操作前滴鼻用，让患者去枕平躺，由护

理人员配合进行，置管前护理人员托起患者下颌，使

头部后仰，保障鼻腔畅通，使用滴鼻液 1min使用 2%
的利多卡因滴 3 滴，然后将患者头肩部同时托起或上

摇床头 30°左右，并使患者的头部偏向一侧，将胃管从

一侧鼻腔插入至规定长度，在保障胃管顺利置入胃内

后进行固定，为防止以为在置管成功后在距出口 2cm
处采用记号进行环圈标记，粘贴式在鼻孔下方 0.5cm
环形粘贴，在面颊处采用 Hp贴膜固定。（2）使用新型

喂食装置，采用分流盒及分流块进行三个分支管地固

定，在投喂时护理人员进行转动分流块来分别注射液

体食物和水分，该喂食装置固定与室内顶壁上安装有

旋转把，其中分流块和分流盒可进行拆卸，便于装置

清洁和食物投喂。

1.3观察指标

对胃管置管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如呕吐、恶心

及呛咳情况进行观察并记录，统计数据后进行两组比

较；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的胃管置管一次性成功情况

进行两组对比，一次性成功表示顺利将胃管置入后无

反复退出，未误入气管，患者未将胃管吐出并且胃管

在口腔内无盘曲，未进行拔管重新插管；通过观察患

者临床不良反应的变现来评估不适程度，分为 3级，Ⅰ
级表示在插管过程中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较小或无不

良反应，如轻微恶心感或无感，Ⅱ级表示患者出现不良

反应较大，如恶心、呛咳，Ⅲ级表示患者出现严重的

不良反应，恶心、呕吐甚至疼痛，通过询问和观察的

方式进行评估，可通过患者面部表情和自诉进行综合

评估。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1.0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χ±s）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胃管置管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置管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各项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0.05），详情见表 1。

2.2两组置管临床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一次性置管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不适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其Ⅰ
级不适比率较高（P＜0.05），Ⅲ级不适比率低于对照

组（P＜0.05），详情见表 2。
3 讨论

脑卒中患者最易发生的吞咽障碍并发症，必须采

取营养支持措施，而营养补液无法满意机体的能力需

求，现目前采用鼻饲胃管是最有效的营养供给方式，

能够为脑卒中患者机体提供保障，减少其营养不良发

生的可能性[4]。常规胃管置管方式会导致患者出现严重

的不适反应，如呕吐、恶心、呛咳甚至疼痛，对患者

造成严重的伤害，同时反复的插管和喂食会大大降低

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因此临床应用效果中还需要不

断提升[5-6]。

改良胃管置管法能够通过护理人员的配合便于置

管人员的操作，同时改善鼻咽通道弧度来提高一次性

成功置管率，采用适度的鼻滴液和利多卡因能够对鼻

腔起到麻醉作用，减少对鼻腔黏膜及咽喉部位的刺激，

同时脑卒中患者的咽喉部神经麻痹会导致舌根后坠导

致咽喉部通道堵塞，改良胃管置管方法通过由护理人

员的协助，将患者的头肩部进行向前托起一定的幅度，

并在插管时将患者头部偏向一侧，解决舌根后坠问题，

减少因咽喉部通道堵塞而造成插管困难或插管失败的

情况，同时上摇床头的体位增加咽喉部通道的顺畅，

避免了误入气管的风险[7-8]。后续置入胃管后进行标记

来防止胃管移位，造成胃液反应从而引起严重后果，

标记能够使后续观察工作持续进行，利于发现胃管移

位的问题，采用环形粘贴也能使管路自然，减少对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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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黏膜的刺激，最后 Hp贴膜面颊固定透气性好、不易

对患者造成面部过敏反应，且黏度强保留时间较长的

优势，也减少了胃管拉扯移位的可能性[9]。最后患者的

食物投喂采取新型投喂方式，在饮食饮水中得到便利，

护理人员通过旋转分流盒就可注入液体食物和水分，

喂食过程中无需护理人员操作鼻饲管，提升护理人员

的工作效率[10]。本次研究结果表示采用改良式胃管置

管法的观察组患者在不良反应发生率上低于对照组，

在临床应用情况中一次性置管成功率高于对照组，其

不适程度对于对照组，其中Ⅰ级轻度不适患者例数多于

对照组，Ⅲ级重度不适患者例数少于对照组，明显表

示改良式胃管置管法的临床应用表现更佳。

综上所述，改良式胃管置管法在脑卒中患者的临

床应用中效果较佳，有效保障患者的营养供给，降低

患者置管不良反应和不适程度，提高一次性置管成功

率和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

表 1 两组患者胃管置管不良反应对比[n,（%）]

组别 例数 恶心 呕吐 呛咳 总发生率

观察组 48 6（12.50%） 4（8.33%） 1（2.08%） 22.92%

对照组 49 21（42.86%） 15（30.61%） 8（16.33%） 89.79%

χ2 - 11.124 7.641 5.844 44.175

P - 0.001 0.006 0.016 0.001

表 2 两组置管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一次性置管成功率
不适程度

Ⅰ级 Ⅱ级 Ⅲ级

观察组 48 46（95.83%） 38（79.17%） 9（18.75%） 1（2.08%）

对照组 49 31（63.27%） 25（51.02%） 16（32.65%） 8（16.33%）

χ2 - 15.713 8.438 2.450 5.844

P - 0.001 0.004 0.118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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