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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护理在重症脑外伤患者中的应用分析

刘 杰

东营市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山东东营

【摘要】目的 分析对重症脑外伤患者实施气道护理的效果。方法 从 2020年 1月-2022年 1 月区间院

内收治的重症脑损伤患者内随机选择 66例进行研究，根据干预形式对其进行分组，即实验与对照，每组内

人数为 33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接受气道护理，对比相关指标。结果 护理前，实验组与对照

组肺功能无差异，P＞0.05。护理后，实验组肺功能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总满意度为 96.96%，对

照组总满意度为 72.72%，，P＜0.05。实验组发生并发症几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重症脑外伤患

者实施起到护理后，患者得的肺功能显著改善，且满意度较高，出现并发症的几率较低，值得临川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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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irway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brain injury

Jie Liu

Dongying Shengli Oilfield Central Hospital Dongying , Shando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airway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severe brain injury.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2, 66 patients with severe brain injur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intervention form, i.e. experiment and control.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was 33.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airway nursing,
and the related index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lung function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lung fun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total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6.96%,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2.72%,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brain injury, the pulmonary function of patients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satisfaction is high,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is low, which is worth popularizing in Lin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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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外伤作为临床内常见的脑外科病变，随着社

会迅速发展，临床内脑外伤患者人数显著增加[1]。

重症脑外伤患者的预后效果稍差，且存在死亡的危

险，患者出现各种并发症的几率稍高。但人体出现

重症脑外伤后，会对腹部产生影响的影响，极大患

者出现肺部感染的几率，故需及时对其进行诊治，

以此保证患者的干预效果[2]。此时，对患者进行气

道护理十分关键，不仅可以让患者保持呼吸道通畅，

还能降低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可能性。因此，本文

分析对重症脑外伤患者实施气道护理的效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从 2020年 1月-2022年 1月区间院内收治的重

症脑损伤患者内随机选择 66例进行研究，根据干预

形式对其进行分组，即实验与对照，每组内人数为

33 例。实验组年龄范围在 30-50 周岁，平均为

（35.84±2.29）周岁，男女比为 17:16，病程时间为

1-4年，平均为（2.84±0.29）年。对照组年龄范围在

30-50周岁，平均为（35.92±2.23）周岁，男女比为

18:15，病程时间为 1-4年，平均为（2.84±0.29）年。

对两组资料分析后，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标

准：（1）知情同意，且积极参与。（2）确诊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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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脑外伤。排除标准：（1）存在凝血障碍。（2）
存在传染病变。

1.2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患者的病室内空气需要

保证患者的空气处于流通状态，合理控制患者病室

内的温湿度进行合理的控制，定期对病室进行清洁

以及消毒工作，以此控制病室的清洁程度，降低患

者出现感染的几率。

实验组接受气道护理：（1）气道护理：气道湿

化模式选择恒温恒湿氧气驱动雾化吸入湿化护理处

理，调整在氧气驱动湿化器的持续输出氧流量在每

分钟 6-8L，然后持续泵入溶液，配置：生理盐水、

灭菌注射用水、抗菌化痰治疗药融合使用。每次雾

化完成吸入的第一时间使用氯消毒液浸泡管道，做

好清洗功工作。每次使用的湿化液应现配现使用，

不能留存以免会滋生细菌。若是患者接受微量泵推

注法，以此做气管内湿化时将 5 号、7 号的头皮静

脉针和 50毫升注射器相连接后，开始持续湿化气道

相对稳定，以此护理湿化模式能满足病人的生理需

求。护士需要保证患者的呼吸道处于通常状态，并

定时为患者进行拍背、吸痰等措施，避免病毒微生

物对患者产生侵袭，诱发患者出现相关的病变。同

时，护士还需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以此控制

患者的异常症状，及时清理患者呼吸道内存在的异

物，避免异物导致患者的呼吸道出现堵塞得的情况。

护士还需根据患者的症状对其进行干预，必要时帮

助患者进行扣背、吸痰等措施，根据实际情况对患

者的呼吸道进行湿化处理，避免损伤患者的呼吸道

粘膜。（2）心理护理：由于部分脑外伤患者均存在

运动障碍等情况，故患者需长时间卧床。此时，患

者与家属极易出现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需及时

对患者进行疏导。护士可以对患者以及家属讲解相

关知识，让其树立正确的康复认知，保证患者与家

属的心理状态，提高临床配合程度，让患者积极配

合临床治疗。（3）康复护理：护士还需对患者的实

际情况进行评估，分析患者是否存在下肢静脉血栓

等情况，采用固定评分量表分析患者可能出现的情

况，评估患者的血栓发生几率。对于潜在危险较高

的额患者，护士需重视患者的实际护理工作，对患

者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比如，患者术后需保证

患者的姿势正确，必要时可以将患者的下肢抬高，

促进血液循环，指导患者家属对患者进行按摩。同

时，帮助病人做被动的淮踝关节、膝关节运动，例

如屈曲、外伸、内旋、旋转等肢体运动，每天锻炼

一次，每次锻炼时间约为二十分钟。（4）饮食护理：

脑外伤患者的日常摄入需满足机体需求，为了维持

患者的基础代谢，必要时护士可以对患者实施鼻饲。

护士可以将营养液或者流质食物经鼻饲管进行喂养，

不仅可以保证营养，还能缓解部分胃肠道压力。当

患者逐渐恢复可自主吞咽进食后，可以让患者多进

食一些高蛋白、高能量的食物，避免食用刺激性食

物，让患者少食多餐，定时定量，有助于患者恢复。

1.3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对比两组患者在护理之前以及接受护理三个月

后的肺功能指标，其包括患者的 1 秒用力呼气量

（FEV1）、最大呼气中段平均流速（MMEF）以及

用力肺活量（FVC）。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自拟调查问卷，根据分

数将观察指标分成非常满意、满意以及不满意，最

终统计总满意度。非常满意标准：分数在 80以上。

满意标准：分数在 79-60 分。不满意标准：分数低

于 60分。总满意率=（非常满意+满意）/总人数*100%。

对比两组患者发生并发症几率。

1.4统计和分析

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分析，计数型指标则以

例（n/%）表示，χ2检验，计量型指标则选用均数±
标准差（x±s）描述、t 检验。P＜0.05，则具有差

异。

2 结果

2.1肺功能对比

护理后，实验组患者的肺部功能恢复显著优于

对照组患者，且 P＜0.05。具体请见表 1。

表 1 肺功能对比（x ± s）

组别 例数

FEV1 MMEF FVC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33 0.86±0.33 1.82±0.25 0.89±0.26 1.86±0.35 1.53±0.43 3.13±0.25

对照组 33 0.89±0.39 1.27±0.36 0.91±0.35 1.20±0.23 1.45±0.36 2.16±0.35

t值 0.1076 6.8203 0.2635 7.6598 0.9424 12.7134

P值 0.9147 0.0000 0.7930 0.0000 0.3495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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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非常满意为 17，满意为 15，不满意为 1，
总满意度为 96.96%，对照组非常满意为 13，满意为

11，不满意为 9，总满意度为 72.72%，对比χ2为 7.5429，
P＜0.05。

2.3并发症发生率

实验组发生并发症人数为 1 例，所占比例为

3.03%。对照组发生并发症的人数为 9例，所占比例

为 27.28%。对比两组发现，χ2为 7.5429，对比 P＜
0.05。

3 讨论

脑外伤是头颅受到撞击，造成颅脑各个部位的

脑组织受到损伤，包括头皮损伤、头皮下出血、颅

骨骨折、硬脑膜外以及硬脑膜下的出血、脑组织挫

伤、脑组织出血、脑干以及脑内不同脑组织的损伤[3]。

脑外伤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脑外伤就是各

种原因。外伤原因包括意外伤害、车祸等等，各种

暴力打击等各有原因，导致脑实际的损伤，包括脑

震荡、脑挫裂伤、弥漫性轴索损伤、外伤性蛛网膜

下腔出血等都是狭义的，就是脑内的损伤[4]。广义

的颅脑外伤包括所有的脑损伤，还有刚才所说的各

种因素，车祸、各种暴力打击，造成了颅脑的损伤，

包括头皮血肿、颅骨的骨折[5]。临床内常见的颅脑

损伤症状，各种情况都是属于颅脑外伤。脑外伤是

临床比较常见的外伤情况，病情不管是广义的还是

狭义的。病情的转变比较快，包括头皮血肿、颅骨

骨折的病人[6]。虽然属于比较轻型的脑外伤，但是

也不要轻视他，有可能会迅速的发展为急性的颅内

出血，引起脑疝危及生命[7]。因此，对脑外伤的病

人不要掉以轻心，要完善各种各样的检查，尤其在

早期 72小时之内不要掉以轻心。

如果因为暴力直接或者是间接作用于头部，引

起颅脑组织的损伤，根据格拉斯哥昏迷方法进行确

定。伤后如果昏迷 6 个小时以上或者再次昏迷者就

称为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通常会表现为有意识障碍，

伴有头痛、恶心、呕吐。同时，也可能会有癫痫的

发作，会出现有肢体障碍、感觉障碍也会出现失语

和偏盲等情况的发生，颅底骨折也会出现有一定的

脑脊液耳漏和鼻漏的情况[8]。此外，重症脑外伤患

者的抵抗能力稍低，且机体处于高耗能状态下，极

易导致患者出现并发症以及肺部感染的情况，不仅

对患者的预后产生影响，还会加大患者的家庭经济

负担，且会浪费一定的医疗资源。临床对重症脑外

伤患者实施气道护理工作，可以将患者呼吸道内分

泌物有效清理干净，保证患者的呼吸道顺畅，缩短

患者需接受机械通气的时间，避免患者出现肺部感

染等并发症，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综上所述，对重症脑外伤患者实施起到护理后，

患者得的肺功能显著改善，且满意度较高，出现并

发症的几率较低，值得临川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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