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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危重患者护理中实施不同鼻饲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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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实验分析重症监护病房危重患者护理中对其实施不同鼻饲法的护理效果和价值。方法 采
用抽样调查方法进行研究对象抽样，抽样时间为 2020 年 2 月到 2022 年 2 月，抽样对象为我院重症监护病房中的

危重患者，抽样数量为 60。抽样完毕后将所有患者按照鼻饲方法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采用注射器

分次鼻饲，实验组采用营养泵持续鼻饲。通过收集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和营养状况等信息，来对比不同鼻饲之

间的效果差异。结果 通过不同鼻饲法进行护理对比后得知，实验组营养指标优于对照组（P＜0.05），且对照组

患者鼻饲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实验组（P＜0.05）。结论 在重症监护病房危重患者护理中，鼻饲方式选择营养泵持

续鼻饲可降低鼻饲过程中并发症发生率，安全性高，且可改善病患营养状况，护理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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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nasal feeding methods on critical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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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nursing effect and value of different nasal feeding methods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Methods The sampling survey method was adopted to carry out the sampling of research 
objects. The sampling time was from February 2020 to February 2022. The sampling objects were critical patient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of our hospital, and the sampling number was 60. After sampling,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asal feeding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was fed by syringe 
multiple times,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fed by nutrition pump continuousl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asal feed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by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complication rate and nutritional status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nursing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nasal feeding methods, nutritional index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continuous nasal feeding with nutrition pump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nasal 
feeding, with high safety, and can improve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patients. The nursing effect is significant,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Intensive care unit;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Nasal feeding by syringe; Nutrition pump continuous nasal 
feeding 
 

重症监护病房危重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昏迷或

长期插管或出现意识障碍，通常无法自主移动和自主

摄入营养。临床在护理过程中通常需要通过鼻饲的方

式进行营养供给，以达到保证患者机体营养平衡，提

高生活质量的目的[1]。但由于其疾病处于较为严重的状

态，在鼻饲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反流、误吸等情况，极

大降低了其护理质量，对疾病的治疗带来较大的不良

影响。病患身体的各项营养指标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鼻饲方式以保障护理效果，降低

并发症的发生同时达到保障机体营养的目的[2]。本文旨

在分析不同鼻饲方式于重症监护病房危重患者护理中

都效果，旨在寻找最佳的重症监护病房危重患者鼻饲

方式，具体如下：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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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对象 
采用抽样调查方法进行研究对象抽样，抽样时间

为 2020 年 2 月到 2022 年 2 月，抽样对象为重症监护

病房危重患者，抽样 60，按照鼻饲方式的不同均分为

两组。对照组（30 例，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区间

24~52 岁，平均年龄（38.47±13.53）岁，使用注射器

分次鼻饲）；观察组（30 例，男 17 例、女 13 例，年

龄区间 24~52 岁，平均年龄（38.30±11.70）岁，使用

营养泵持续鼻饲）。研究进行前收集两组一般资料进

行比对，确保其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本轮

研究报我院伦理委员会通过，批准研究。 
纳入标准：（1）纳入对象均为均重症监护室危重

患者。（2）研究前对病患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告知本

次研究的方式和目的，取得同意后入组研究。 
排除标准：（1）排除临床资料不完整的患者。（2）

排除生命体征不稳定的患者。（3）排除既往存在吞咽

功能障碍的患者。（4）排除胃肠道功能障碍的患者。 
1.2 研究方法 
两组在鼻饲前核对病情，做好解释。协助病人取

坐位或平卧位。颌下铺治疗巾或病人毛巾。用棉签清

洁病人鼻腔。用石蜡油润滑胃管前端 10cm 左右。左手

持纱布托住胃管，右手持镊子夹住胃管前端沿一侧鼻

孔缓缓插入咽喉部嘱病人做吞咽动作（清醒病人)同时

将胃管继续下送。插胃管深度 45～55cm，昏迷病人无

吞咽反射不能合作，插管前应将病人头向后仰，胃管

插入 15cm，左手将病人头托起。用胶布固定胃管于鼻

翼两侧。分别在鼻饲后对病患进行护理干预，降低鼻

饲反流误吸发生率。（1）对照组实施注射器分次鼻饲，

检查鼻饲量、质及温度(38～40ºC)，用 50ml 注射器连

接胃管开口端，回抽有胃液后，即可注入少量温水，

再缓缓注入流食或药液。最后注入温开水冲洗胃管，

每次鼻饲量不超过 200ml，分次给予。将胃管开口端反

折，用纱布包好，用别针固定于病人枕旁或衣服上。

记录鼻饲量，观察病人进食后反应。 
（2）实验组给予营养泵持续鼻饲，根据患者自身

情况设定营养泵速率，通常设置为 4JDral／h，每日总

量在 20～24h 内匀速泵入，控制在营养液温度在 37℃
左右，并适时补液，防止出现酸碱失衡及电解质紊乱

情况。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通过收集两组患者鼻饲并发症发生率、

营养状况等信息。并发症考察鼻饲后发生胃滞留、呕

吐、反流和吸入性肺炎的状况。营养指标包括 MIS 评

分、体质量指标、血红蛋白指标以及血清蛋白指标。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sx ± 和

t 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χ2 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实验组和对照组鼻饲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通过试验对比可知，实验组鼻饲方式实施后其胃

滞留、呕吐、反流以及吸入性肺炎等并发症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P＜0.05，如表 1 所示。 
2.2 实验组和对照组营养状况对比 
对两组病患营养状况进行分析后得知，实验组病

患营养状况由优于对照组，P＜0.05，如表 2。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鼻饲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胃滞留 呕吐 反流 吸入性肺炎 并发症发生率 

实验组 30 1（3.33） 0（0.00） 1（3.33） 1（3.33） 3（10.00） 

对照组 30 3（10.00） 2（6.67） 1（3.33） 1（3.33） 7（23.33） 

χ2 - 3.576 6.900 0.001 0.001 6.397 

P - 0.059 0.009 1.000 1.000 0.011 

表 2 实验组和对照组营养状况对比（ ,h） 

组别 例数 MIS 评分 血红蛋白指数 血清蛋白指数 

对照组 30 5.47±1.03 92.28±6.25 32.15±2.22 

实验组 30 8.10±1.23 103.21±9.33 43.26±3.01 

t - 8.979 5.331 16.270 

P - 0.001 0.001 0.001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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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ICU 接收到病患大多为危重症人员，其病情紧急、

高危，患者的各项身体活动、意识活动均无法正常开

展，在经鼻或口腔插管后病患无法正常进食，因此在

对其进行常规护理的同时需要根据其机体状况给予营

养支持以保证机体正常运行[3]。鼻饲是 ICU 中较为常

见的营养供给方式。但不同鼻饲方式对病患的影响不

同，本研究就针对注射器分次鼻饲和营养泵持续鼻饲

两种方式进行分析对比，探究其对重症监护室病患的

效果。 
本研究中实验组采用营养泵持续鼻饲方式进行营

养供给，得出其发生胃滞留、呕吐、反流以及吸入性

飞肺炎等并发症的几率相对于采用注射器分次鼻饲养

方式更低，注射器分次鼻饲岁可以达到营养供给的目

的，但操作过程中无法达到营养泵精准剂量的要求[4]。

营养泵在剂量调节和供给速度方面控制效果更佳，整

个营养输入过程在无菌条件下进行，降低了营养液优

于人工操作带来的污染[5]。同时营养泵还可对输入的营

养液进行科学的温度控制，降低了对肠道的不良影响，

还可降低发生腹泻等的发生几率。詹勇慧[6]宋倩芸[7]

在其研究中分析了 CU 患者不同鼻饲方式，通过对比

注射器分次鼻饲与营养泵持续鼻饲结果，指出营养泵

持续鼻饲应用价值更高，对病患预后更有利；本轮研

究得出的结论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同，说明了营

养泵持续鼻饲方式安全性更高，可有效为重症病患提

供营养支持，维持机体营养，同时患者家属对营养泵

持续鼻饲方式认同度较高[8]。另在鼻饲过程中还需特别

注意营养泵持续鼻饲的护理方式及时间对重症患者的

影响马凌飞[9]在其研究中即分析了关于护理与鼻饲时

间的重要性，分别对比了持续 5h，间隔 3h、持续 2h，
间隔 1h 与持续 24h 泵注的泵注方式对患者的影响，指

出时间的不同对腹泻、便秘发生率影响较小，但在胃

潴留发生率上存在较大不同，三种鼻饲泵注方式均可

改善患者营养状况，但间隔性进行鼻饲可使机体得到

休息，其肠胃反应更小，并指出采用护理人员采用三

班倒的护理方式配合持续 5h，间隔 3h 为最理想的鼻饲

泵注方式。因此得出，在对重症监护病房内患者进行

营养补给时，需对机体进行有效评估，鼻饲过程中关

注机体变化，探讨发生如反流以及呕吐的原因，增强

护理人员培训，加强鼻饲管理，采取个体高危因素防

控，总结性开展护理工作联合最先进的营养泵持续鼻

饲方式可最大限度改善患者营养状况，加快机体恢复，

对疾病治疗及预后均有积极影响[10]。 
综上，在 ICU 危重患者护理过程中运用营养泵持

续鼻饲方式可降低鼻饲过程中并发症发生率，安全性

高，且营养泵持续鼻饲可根据病患营养需求进行合理

营养搭配，改善病患营养状况，护理效果显著，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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