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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摘要"T目的T观察目标导向循证护理在重症肺炎机械通气呼吸道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T选择目

标导向循证护理实施前"!"#& 年 & 月至 !"#& 年 #! 月#和实施后"!"!"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重症肺

炎患者各 +" 例!分别设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对照组接受重症肺炎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的基础上应

用针对呼吸道管理的目标导向循证护理干预!对两组干预后的各观察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T观察组重症肺炎

患者干预后的呼吸道意外发生率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V("W和 (V""W!对照组分别为 !"V""W和 !"V""W!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V"(#' 观察组临床症状改善时间短于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V("W /<

L"V""W#!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V"(#' 结论T采用目标导向循证护理对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施以呼

吸道管理!可显著提高患者机械通气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TT!关键词"T目标导向(T循证护理(T重症肺炎(T机械通气

TT!中图分类号"TP+$%V('T!文献标识码"T,T!文章编号"T#'$+ )%L"'#!"!#$"$ )"$#% )"+

TTC-0%#"*%&'&YZ*0<<.*#'$+ )%L"'*!"!#*"$*#L

TT重症肺炎是患者肺炎病情加重进展后所处的一

种极端状态%#D%&

!并发症多且严重程度较高%+&

!因重

症肺炎而走向多器官功能衰竭者屡见不鲜%(&

!属于

高致残致死性病种%'D$&

' 应用优质呼吸道管理策略

维持重症肺炎患者呼吸道顺畅!是提高重症肺炎抢

救成功率与促进康复至关重要的护理环节%L&

' 循证

护理以其有效性与科学实证性而在护理领域获得认

可并广泛应用!有关机械通气的科学优质循证护理

研究结果已较多!但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一些通

过循证手段制定的机械通气优质高效护理策略因落

实度不够而使其优越性严重受限!如何提高循证护

理方案在机械通气领域的落实度亟待解决' 目标管

理是指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共同参与制定的具

备高度可行性与具体)可客观衡量护理效果的管理

方式!可促使护理人员在护理实践中以较好的自我控

制行为来努力实现某一护理目标%&&

' 为了提高重症

肺炎患者的机械通气呼吸道管理质量!我们尝试采

用目标导向循证护理对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施以

管理!效果较好!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择目标导向循证护理实施前

"!"#&年 &月至 !"#&年 #!月#和实施后"!"!"年 # 月

至 !"!"年 +月#收治于我院的重症肺炎患者各 +"例!

分别设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对照组男 !%例!女 #$例!

平均年龄为"((V%' [LV#+#岁!平均病程为"(V!! [

"V$+#C!合并意识模糊)呼吸衰竭与心律失常者分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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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例)#" 例与 $ 例' 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平

均年龄为"('V$( [LV"!#岁!平均病程为"(VL# [

"V(!#C!合并意识模糊)呼吸衰竭与心律失常者分别

为$例)## 例与 ' 例'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程)合

并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V"(#!具有可

比性' 纳入和排除标准$所有入选患者均符合中华

医学会+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基层诊疗指南"实践

版*!"#L#,

%#"&中的诊断标准!均接受机械通气干

预!清醒患者本人知情同意!意识障碍患者家属知情

同意(排除合并存支气管异物)心衰)结核性感染者'

!#$"实施方法"两组治疗方法和机械通气方案基

本相同' 对照组接受重症肺炎常规护理!入院后密

切关注患者病情进展!做好抗感染)护脑解痉)止血

降压)血流动力学监测与内环境管理等治疗及护理

工作!加强营养支持以提升免疫力!及时发现严重并

发症征象并及时汇报与配合抢救' 观察组在对照组

护理基础上加用针对呼吸道管理的目标导向循证护

理干预!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V!V#T制定重症肺炎机械通气目标监护体系T

"##组建重症肺炎机械通气呼吸道护理监护小组!

推行三级责任护理制"科室护士长D护理责任组长D

责任护士#' 小组护理目标$重症肺炎患者机械通

气期间呼吸道意外事件与并发症为零(依据每个护

理对象具体的实际病情与进展情况)体质)机械通气

耐受度和配合度)意外事件及并发症风险因素等!为

其量身订制机械通气护理总目标!同时将总目标细

化分为多个小目标' 由机械通气护理专家对小组成

员进行专项护理培训!提高各级责任人员在重症肺炎

患者机械通气护理活动中的履职意识与能力' "!#

以护理目标为基础!有目的地进行国内外机械通气

循证研究结果的收集评价与归纳!结合科室机械通

气实际护理能力)条件及可改善项目!制定具备高度

可行性的目标导向循证护理方案' "%#强化护理人

员目标意识!制定重症肺炎机械通气目标导向循证

护理规范化流程'

#V!V!T目标导向循证护理的实施T"##目标导向

一$机械通气管道护理安全有效' 细化小目标为管

道通畅!固定牢靠' 循证护理策略$

!

固定' 机械通

气期间以黏性弹力绷带为固定工具!实行交叉加压

包扎法!固定时注意维持管道于平直状!严防扭曲Y

脱落'

"

交接' 严格床旁交接!交接务必全面系统!

导管位置)固定现状)置管外露等情况均纳入现场目

视交接范畴!并手动确认氧合器各管道的电源)接头

以及氧源等的紧密连接度'

#

体位' 尽可能减少体

位变动频次与幅度!体位更换时多名护理人员合力

协助!由专人负责管道保护!同时以约束带对患者双

肢施以保护性约束'

$

镇痛)镇静' 有效的镇痛)镇

静可避免患者躁动所致的意外拔管风险!同时亦可

发挥确保肺部有效氧合的效应!可以 "V% 5EY(" 5B

芬太尼]咪达唑仑 (" 5E行静脉持续泵入' "!#目

标导向二$合理掌控机械通气参数' 循证护理策略$

# 次Y@对患者血流速)氧流量)机械转速等信息进行

观察记录!确保处于血流速稳定状态!严防管路异位

及扭曲等所致血流量改变' "%#目标导向三$有效

防治心律失常' 循证护理策略$抗心律失常药物处

于齐全备用状态!护士熟知各类相关药物起效机制)

用药时机与途径!专用药盒旁附用药提示卡(对患者

心率心律行严密监控!早期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

并高质量完成用药配合' "+#目标导向四$强化呼

吸功能监护' 以维持护理对象呼吸道顺畅为护理核

心!实施保护性通气策略!使护理对象肺部处于-休

息.状态!与此同时高度注意规避高浓度氧对护理

对象肺功能所致损伤'

!#%"评价方法"两组出院时对以下指标进行评价$

"##比较两组重症肺炎患者干预后的呼吸道意外事

件"包括脱管事件)管路异位事件)管路扭曲弯折事

件#发生率与并发症发生率"包括心律失常)肺功能

损伤#' "!#比较两组重症肺炎患者干预后的临床

症状改善时间及治疗总有效率' 显效$护理对象缺

氧情况完全消失!痰量基本或完全正常!肺部音较

前显著减轻!胸部 SO检查正常(有效$护理对象缺

氧症状有所缓解!肺部音与痰量较前有所改善与

减少(无效$护理对象体征与临床病症无显著改善!胸

部SO检查仍提示炎性症状!病情未获好转%##&

' 治疗

总有效率 "̂显效例数]有效例数#Y总例数_#""W'

!#&"统计学方法"应用 Q8QQ!%V" 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连续

性校正
!

! 检验' !X"V"(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重症肺炎患者干预后呼吸道意外发生率

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干预后观察组重症肺炎患者

的呼吸道意外发生率与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V"(#' 见表 #'

$#$"两组重症肺炎患者干预后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比

较T干预后观察组重症肺炎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时

间显著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V"(#'

见表 !'

*+#$*

S@0.=<=J-A9.4B->̀ =RSB0.014BK=C010.=!JABI!"!#!a-BA5=#+! À5G=9$TT



表 #T两组重症肺炎患者干预后呼吸道意外发生率与

T T并发症发生率比较!%"W#$

组T别 例数 呼吸道意外发生率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 #"!V("#T !"(V""#T

对照组 +" L"!"V""# L"!"V""#

!

!

) +V("$ +V##+

! ) "V"%+ "V"+%

表 !T两组重症肺炎患者干预后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比较"

!

"[##

组T别 例数
气促缓解时间

"C#

咳嗽消失时间
"C#

哮鸣音消失时间
"C#

观察组 +" %V"( ["VLL !V"L ["V($ %V+L ["V&%

对照组 +" +V"" [#V!+ %V'L ["VL& (V$% ["V$(

$ ) )%V&($ )&V($' )##VLL#

! ) "V""" "V""" "V"""

$#%"两组重症肺炎患者疗效比较T干预后观察组总

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V"(#'

见表 %'

表 %T两组重症肺炎患者疗效比较"%#

组T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W#

观察组 +" !# #L # %&"&$V("#

对照组 +" #' #' L %!"L"V""#

T注$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

!

'̂V#%(!! "̂V"#%

%"讨论

%#!"目标导向循证护理可显著提高重症肺炎机械

通气安全性"重症肺炎典型临床特征为起病急骤)

发展迅疾)症状危重)病死率高%#!&

!不但需在临床治

疗上加以高度重视%#%&

!亦需科学有效的护理配合加

以跟进' 机械通气在重症肺炎患者急救与疾病控制

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而该技术能否高度见效离不

开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 机械通气护理涉及的内容

与项目较多!要求细节化)全面化与系统化!目前关

于机械通气的循证护理研究较多!如何将一系列科

学性与实效性兼具的机械通气循证护理策略高效落

实于临床!成为护理工作者需要面对的新挑战' 目标

管理注重行为目标的提出)细化与实施可能性调适!

强调以明确且可及的目标为指引推动管理对象围绕

工作目标主动思考发力来推动实现过程' 胡燕%#+&

)

申文娟等%#(&

)罗红敏%#'&分别探讨了目标导向管理

在机械通气患者康复)镇静)温度等安全管理中的作

用并取得了积极成果' 本研究将目标管理与循证护

理加以整合应用!尝试以目标为导向推动重症肺炎

机械通气循证护理方案的落实进程!研究结果显示!

干预后观察组重症肺炎患者的呼吸道意外发生率与

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目标导向循证

护理具备较好的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护理安全性' 本

研究从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意外事件与并发症风

险因素出发!向护理人员提出了明确的安全护理目标

与细化引导!援引国内外的机械通气安全护理研究结

果!与我院机械通气实际护理能力和发展潜力加以

匹配融合!形成目标明确)措施得当的目标导向循证

护理方案!护理人员据此而行!避免了机械通气安全

护理管理方面的主观盲目和被动化行为缺陷!使重

症肺炎机械通气安全护理的努力方向明确和细化可

及!将一系列可降低机械通气患者呼吸道意外事件

及并发症的风险管控措施落实到位!从而提高了重

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的安全护理质量!与刘海燕%#$&

)

李苗苗等%#L&的研究结果一致'

%#$"目标导向循证护理可显著提高重症肺炎机械

通气有效性"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重症

肺炎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治

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目标导向循证护

理在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中的应用!实现了较好

的促症状控制与疗效提升效应' 本研究制定了可行

性的重症肺炎机械通气管理总目标!对各个分目标

进行了认真解读!在此基础上进行循证护理结果搜

集)评价与整理!制定的循证护理策略能紧密围绕护

理目标展开!提高了循证护理策略的精准性!对护理

人员的重症肺炎机械通气理论和实践技能进行专项

强化培训!规范了临床机械通气护理流程!使一切护

理行为集中向实现机械通气管道护理安全有效)合理

掌控机械通气参数)有效防治心律失常与强化呼吸功

能监护等护理目标前进!充分调动护理人员的责任

意识)主动意识)危机意识)前瞻意识!使各项有利于

提升机械通气护理有效性的护理活动系统化)无遗

漏)深度到位地开展与运行起来!使患者症状得到改

善!取得了较好的机械通气治疗效果!与鹿红静%#&&

)

徐云霞和邹玉婷%!"&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综上所述!目标导向循证护理抓住护理重点与

难点!确保护理人员在努力完成护理目标的过程中

高度落实循证护理方案!可降低机械通气风险!改善

重症肺炎患者临床症状!提高重症肺炎患者的机械

通气呼吸道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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