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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

种材料在气管切开导管固定中的效果比较

王丽娟!

!李武平"

"

!$

西安医学院护理学院!西安
!

%!&&"!

#

"$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西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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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比较
"

种材料在气管切开导管固定中的效果!为改进临床医疗护理质量提供依据%

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

!"

月施行气管切开术
"%)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

例$和实验组"

!#%

例$%对照

组患者采用传统棉质系带固定气管切开导管#实验组患者使用头皮针管固定气管切开导管!比较
"

组患者皮肤损害

发生率&发生时间和皮肤损害程度%结果
!

实验组患者皮肤损害发生率为
+$!,

!低于对照组的
!'$%,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K

$

&$&+

$!实验组皮损发生时间及皮损程度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结论
!

采用

头皮针管固定气管导管的方法操作简易!耗材低廉!取材方便!清洁美观!易于清理!对患者损伤小!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关键词#

!

气管切开#

!

皮肤损害#

!

固定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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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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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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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的发展#人工气道$气管切开&已成为临床抢救危

重症患者的重要手段#这一技术能为解除呼吸道梗阻)保证呼

吸道通畅)清除呼吸道分泌物)防止误吸)进行辅助或控制呼吸

等提供最佳条件/

!/"

0

*气管切开后#在切口处置入气管套管#起

着保持呼吸道通畅#维持有效通气的重要作用*因此#保证气

管套管的通畅)防止套管脱出是气管套管护理的关键*气管切

开术后#临床上常规使用配套的单根无弹性棉质系带固定套

管#随着置管时间的延长#局部皮肤易与系带摩擦产生发红)破

损甚至溃烂的现象*现使用自制气管套管固定带用于固定气

管切开套管#取得良好效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

!"

月某三甲医院收治需行

气管切开术并留置气管套管的患者
"%)

例*纳入标准!$

!

&初

次行气管切开术*$

"

&颈部皮肤完好*$

#

&年龄
!(

!

(&

岁*排

除标准!$

!

&非初次行气管切开术*$

"

&颈部皮肤有破损*其中

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岁*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

组!实验组
!#%

例#对照组
!#%

例*

"

组

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患者进行气管切开术后#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棉

质系带固定气管切开导管%实验组患者使用头皮针管固定气管

切开导管#具体方法如下!取
"

枚未使用的头皮针#型号无要

求#拆开包装#剪去针头#将两剩余软管打结#延长成一根约

)&;>

长软管#取代传统棉质系带作为气管导管外固定带使用*

"

组患者均接受常规的气管切开导管护理*

$$'

!

评价标准
!

$

!

&皮损发生时间!指行气管切开术后至发生

皮肤损害时间*$

"

&皮损程度!按照国际创面五级评价标

准/

#

0

!

&

度#无变化%

!

度#呈轻度红斑%

"

度#呈斑状湿疹性皮

炎#出现明显红斑%

#

度#呈融合性皮炎#出现凹陷性水肿%

)

度#

产生溃疡#有出血*$

#

&皮损发生率!指行气管切开术后使用气

管切开导管固定带所造成的皮肤损害发生率*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确定

各种偏倚影响以及均衡性检验合理的情况下#使用卡方检验#

K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实验组患者皮肤损害发生率为
+$!,

#低于对照组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实验组皮损发生时间

及皮损程度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见

表
!

*

表
!

!

"

组患者皮损发生时间'发生程度及皮损发生率结果比较

组别
%

皮损发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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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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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损程度$度&

& ! " # )

皮损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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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切开术是建立人工气道的一种急救方法/

)

0

*气管切

开后#在窦道还未形成之前#导管一旦滑脱#切开处将发生闭

合#很难将气管切开套管重新插入#导致患者呼吸道梗阻和严

重缺氧#甚至病死/

+/'

0

*因此#导管的妥善固定是维持患者气道

通气功能的基本保证*

临床将系带直接绕在患者颈部#然后打结于气管外套管
"

端#以固定气管切开导管*常规使用的系带是气管切开导管器

配套的白色棉质系带#棉质系带由于其吸水的物理特性导致在

使用过程中出现很多弊端/

%

0

*如容易被气管切开患者套管内

咳出的分泌物污染#由于清洁困难#细菌极易定植于被污染的

系带#再通过直接接触对颈部皮肤产生不良刺激#甚至可造成

气管切开瘘口的感染%由于棉质系带表面较为粗糙#尤其在浸

湿)污染再干后#质地变得更硬#摩擦系数增加#造成患者颈部

皮肤发红)破损)出血甚至糜烂#严重影响护理质量%另外#系带

污染后频繁更换#既增加护士工作量#同时更换过程中难免造

成导管的移位甚至脱出#加大医疗风险/

(

0

*

本研究对
!#%

例患者采用头皮针管代替棉质系带固定气

管导管#皮肤损害发生率为
+$!,

#低于采用传统棉质系带的

对照组$

!'$%,

&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实验

组在皮损发生时间及皮损程度方面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K

$

&$&!

&#且实验组皮损的
%

名患者未见
#

度及以上

皮损发生*这是由于头皮针管以聚氯乙烯$

ZTW

&或者热塑性

弹性体$

0RZ

&为原料#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其表面光滑#直径

小#临床使用中可有效减少系带与颈部之间的摩擦力和压力#

防止皮肤红肿)溃烂%同时#此类材质易清洁#易消毒#即便被患

者分泌物污染#使用
%+,

乙醇棉球擦拭即可恢复干净#有效防

止外源性感染发生%另外#使用头皮针管固定气管导管后减少

了护士更换污染系带的工作量#提高护理工作效率*

综上所述#采用头皮针管固定气管导管的方法操作简易#

耗材低廉#取材方便#清洁美观#易于清理#对患者损伤小#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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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饮食管理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干体质量的影响

杨玉洁!张颖君!袁怀红!蒋
!

婕"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脏内科血液透析中心!成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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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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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自我饮食管理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干体质量影响的临床价值%方法
!

将该院
'&

例维

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

%]#&

$和实验组"

%]#&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健康宣教!实验组在常规健康

宣教的基础上通过饮食指导及控制&饮食记录引导患者自我饮食管理%共
#

个月!第
)

个月开始记录
"

组患者透析

间期体质量增长情况及透析过程中并发症发生情况!共记录
#

个月%结果
!

实验组患者透析期间体质量"

UMa`

$

增长与干体质量的比值&透析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结论
!

自我饮食管理

可使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透析间期体质量增长控制在理想范围!从而降低透析期间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透析

质量%

"关键词#

!

血液透析#

!

饮食管理#

!

干体质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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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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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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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

YHM

&是治疗终末期肾脏疾病的有效替

代疗法之一*血液透析治疗的目的之一是充分清除患者体内

过多的水分和毒素#也就是使患者达到干体质量*干体质量即

透析后最低耐受的)且逐渐缓慢调整的体质量#透析后体质量

可存在低血容量或高血容量最轻微的症状或表现/

!

0

*据报道#

临床有
"+,

!

+&,

的患者存在干体质量问题#导致并发症增

加#影响患者透析及生存质量/

"

0

*由于血液透析患者大多数是

门诊患者#无护理人员监督#为帮助患者更好管理干体质量#提

高透析质量#同时更好地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现探讨使患者进

行自我饮食管理#干体质量管理效果良好*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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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进行维

持性血液透析$

%

'

个月&患者
'&

例#年龄
!(

!

%'

岁#男
#'

例#女
")

例#每周透析
"

!

#

次#每次
)9

#均神志清楚#病情稳

定#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听力)智力正常#生活能够自理#能理解

并配合调查内容#自愿参加*将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

例#对

照组
#&

例#

"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家庭状况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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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可比性*排除其他原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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