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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在急诊洗胃患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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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洗胃是急性口服中毒患者的重要抢救手段，患者能否在中毒后及时接受洗胃治疗，直接关乎其预后

情况与生命安危。文章研发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并探索其在急诊洗胃患者中的实际应用效果。通过对比实验发

现，将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在急诊洗胃患者中应用，实验组患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医护人员在使

用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后的满意度高于使用前。综上所述，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在保障患者舒适度及满意度方面

展现出显著优势，能够有效提升医患的良好关系，提升患者对整个医院的满意度。因此，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适

合在急救洗胃防护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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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gastric lavage protective device in emergency gastric lavag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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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astric lavage is a crucial rescue measure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oral poisoning. Whether patients can 
receive timely gastric lavage treatment after poisoning directly affects their prognosis and life safety.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integrated gastric lavage protection device and explores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emergency gastric lavage patients.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use of the integrated gastric lavage protection device in emergency gastric lavage 
patients results in higher comfort and satisfaction among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Medical staff also report higher satisfaction after using the integrated gastric lavage protection device than before. In 
summary, the integrated gastric lavage protection device demonstrate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ensuring patient comfort 
and satisfaction, effectively enhancing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improving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the entire 
hospital. Therefore, the integrated gastric lavage protection device is suitable for promotion in emergency gastric lavag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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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种类繁多、复杂，如急性化学物中毒、农药中

毒、西药所致中毒与不良反应、中草药中毒、有毒动植

物等。有研究显示，中毒病例已占急诊科就诊人数的

6%—8%，病死率约为 2.4%，中毒患者的病死率较高，

大多与自杀行为有关[1]，急性口服中毒患者约占急诊科

抢救患者的 15%～20%[2]，急诊中毒洗胃是一种治疗中

毒的常见方法，它可以通过引流胃内容物减少毒物吸

收，帮助保护患者健康[3]，但洗胃属于侵入性操作，过

程中需插入胃管，给患者带来较强的不适感[4]。自服毒

物的患者一部分有严重的轻生、厌世情绪等，不配合洗

胃治疗，再加上在使用传统洗胃装置洗胃过程中，存在

胃管移位、患者自主拔管、管路咬瘪等问题，导致洗胃

时间延长，洗胃不彻底，危及患者生命安全[5]。同时，

洗胃时采用的防护措施效果较差，洗胃时抢救室一片

狼藉，护士在抢救后需花大量时间去处理用后物品，加

上患者就医体验差。因此，为更好的为患者提供舒适的

就医体验，提高护士的工作效率，提高患者配合度及洗

胃效果，笔者对现有的洗胃防护装置进行改良，自行研

制了一种洗胃防护装置应用于急诊洗胃患者，旨在以

缩短洗胃时间、降低洗胃风险及减少并发症的同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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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胃患者提供更个性、舒适、有效的护理。本研究应用

于中毒患者洗胃操作中，效果良好，已申请受理实用新

型专利（20240804924.6）。 
1 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研制和说明 
1.1 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研制过程 
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在研制时考虑到实际情况，

将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设计成更加便捷实用的一体

式，头帽用于套在使用者的头部，衣罩用于穿在使用者

的上半身，头帽和衣罩组成一个对患者的头发以及衣

物所防护的防护件，衣罩的外部正面设置有可移动的

呕吐收集件，头帽的正面设置有开口，用于使用者面部

露出，头帽开口的边缘处固定设置有为环形状的弹力

收紧绳，且开口处设置有吸水棉。医护人员将该装置穿

至洗胃患者身上，可更有效地避免洗胃患者在洗胃过

程中，呕吐物从脸部渗入患者的头发以及衣物上，且通

过该装置上的呕吐收集件从而使呕吐物的收集更加方

便。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使用一次性防水材料裁切，制

作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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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使用说明 
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具体示意图如图 2 所示，具

体使用说明如下：（1）将头帽 1 用于套在使用者的头

部，头帽 1 的正面设置有开口 21，用于使用者面部露

出，衣罩 2 的外部正面设置有可移动的呕吐收集件 3；
（2）衣罩 2 用于穿在使用者的上半身，头帽 1 和衣罩

2 组成一个对患者的头发以及衣物所防护的防护件；

（3）头帽 1 的开口 21 沿口部位经过翻折后形成束口

腔，位于束口腔内设置有弹力收紧绳 4，且开口 21 处

设置有吸水棉 5；（4）头帽 1 的开口 21 处设置有导管

固定件 6，导管固定件 6 包括有固定块 61 和长度可调

节的束缚带 62，固定块 61 设置在头帽 1 的正面，且固

定块 61 上开设有供导管穿过的通孔 611，束缚带 62 具

有两个，两个束缚带 62 分别设置在固定块 61 的两侧；

（5）呕吐收集件 3 包括有呕吐收集袋 31 和贴片 32，
呕吐收集袋 31 设置在衣罩 2 的正面；贴片 32 具有两

个均设置在呕吐收集袋 31 上，可通过两个贴片 32 将

呕吐收集袋 31 粘贴至衣罩 2 正面上；（6）头帽 1 的

下端与衣罩 2 的上端之间通过密封条 7 固定连接；（7）
衣罩 2 的正面外部缝合有收纳袋 8；（8）衣罩 2 的背

面设置有缝隙，且衣罩 2 背面的内壁具有黏粘功能。 
1.3 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优点 
（1）洗胃防护装置为一次性防水材质，结构合

理，利用率高，制作成本低；（2）携带方便，可以随

时使用进行洗胃防护，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3）
弹力帽边，可防止头发、衣帽被污染；（4）吸水性棉

纸，可防止呕吐物渗入脸部及颈部；（5）根据患者体

位，配有两个可移动、带黏贴性、可塑形、带刻度的透

明收集袋，方便收集患者呕吐物，便于观察呕吐物的颜

色及性质，可快速准确记录呕吐的量，便于采集有效标

本；（6）穿戴简便，提高工作效率；（7）一体式设计

更有效地进行防护，避免交叉感染；（8）缩短洗胃时

间、降低洗胃风险及减少并发症，更易于防护和清洁，

减少医护人员工作量，有效提高救治效率；（9）为洗

胃患者提供更个性、舒适、有效的护理，增进医护患关

系融洽。 
2 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临床应用 
2.1 应用对象 
本研究选择我院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 月

1 日期间的急诊中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共计 60 例。

其中，对照组 30 例，实验组 30 例。对照组包括 11 名

男性和 19 名女性，年龄范围为 4 至 70 岁，平均年龄

为 52.14±2.13 岁。实验组包括 7 名男性和 23 名女性，

年龄范围为 14 至 82 岁，平均年龄为 51.98±2.23 岁。

对照组和实验组在基线资料方面的差异均未达到统计

学意义，P 值大于 0.05，表明两组之间具有可比性。 
2.2 纳入标准 
（1）中毒类型：适用于需紧急有效治疗的急性中

毒患者。（2）中毒程度：中毒程度较重、需密切监测

与全方位护理的患者。（3）个体情况：应结合年龄、

基础健康状况及初始病情等个体因素。（4）医疗资源：

考虑医疗机构人力物力资源，资源有限时需合理排队

与分配优先级。（5）患者意愿：尊重患者治疗意愿与

配合程度。 
2.3 护理内容 
（1）毒物识别：对患者进行病史询问、体格检查

等方法，医护人员必须确定患者体内存在的毒物种类。

将患者呕吐物收集起来，并对其进行分析与检验。 
（2）洗胃方案定制：按照患者中毒的轻重情况、

毒物类型、自身素质等情况，制定相应适合患者自身的

洗胃方案。这包括洗胃液的选择、洗胃管的选取和使用

方法等。使用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进行洗胃方案的制

定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洗胃过程对患者的刺激和不

适，并确保有效清除体内毒物，并能更有效地避免洗胃

患者在洗胃过程中，呕吐物从脸部渗入患者的头发以

及衣物，更有效地保护患者。 
（3）抗中毒药物使用：了解患者中毒的毒物种类

和临床症状，医护人员需要选择合适的抗中毒药物进

行应用。抗中毒药物的使用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药

物的剂量和给药方式也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

调。 
（4）患者监测：为了确保洗胃操作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医护人员需要通过连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

体温等生命体征，确保能够按时检查患者的神经功能

等。 
（5）洗胃进程控制：在洗胃过程中紧密掌握洗胃

进程，停留时间和流量等参数的调控，以保证毒物全面

清除。 
（6）紧急干预准备：医护人员在进行洗胃时应时

刻保持紧急干预准备状态，其中包含了所必须的抢救

设备与药品，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急性并发症或意外情

况。 
（7）护理方案评估：定期评估患者的病情和洗胃

护理效果，及时调整护理方案。 
3 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使用结果分析 
3.1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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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舒适度：患者使用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之后

的舒适度评分比较。（2）患者满意度：使用一体式洗

胃防护装置进行洗胃后，通过采访等方式观察患者的

反馈，反映患者对洗胃护理的满意度和病情改善情况。

（3）护理人员满意度：护理人员在使用一体式洗胃防

护装置进行洗胃前后的满意度对比。 
3.2 结果 
本研究采用 SPSS 24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两者间差异采用 t 检验比较，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2.1 两组患者舒适度评分对比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使用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之后

对舒适度进行评分，P＜0.05。 
3.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使用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之后

对满意度进行评分，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 

3.2.3 护理人员在使用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前后对

满意度进行评分，评分对比 P＜0.05。 

表 1  两组患者舒适度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舒适 基本舒适 不舒适 总舒适度 

对照组 30 13（43.33） 8（26.67） 9（30.00） 21（70.00） 

实验组 30 19（63.33） 10（33.33） 1（3.33） 29（96.67） 

χ2 / - - - 25.608 

P / - - - 0.001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30 11（36.67） 10（33.33） 9（30.00） 21（70） 

实验组 30 15（50.00） 14（46.67） 1（3.33） 29（96.67） 

χ2 / - - - 25.608 

P / - - - 0.001 

表 3  护理人员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使用前 30 10（33.33） 6（20.00） 14（46.67） 16（53.33） 

使用后 30 16（53.33） 10（33.33） 4（13.33） 26（86.67） 

χ2 / - - - 26.466 

P / - - - 0.001 

 
4 小结 
急诊中毒洗胃是一种常见的治疗中毒患者的方

法，旨在尽早清除体内的毒物[6]。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使用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后，在舒适度方面，实验组总

体舒适度为 96.67%。这说明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能够

让患者在洗胃时提升舒适度，患者认为使用了一体式

洗胃防护装置，能够更有效地缓解不适，并有效地避免

呕吐物，整体舒适度较高[7]。在患者满意度方面，实验

组总体满意度为 96.67%。这说明一体式洗胃防护装置

能够让患者对整个洗胃护理过程比较满意，对整个医

护人员的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提升，能够有效提升医患

的良好关系，提升患者对整个医院的满意度[8]。在护理

人员满意度等方面，护理人员使用一体式洗胃防护装

置后的满意度较高，总满意度为 86.67%。这说明一体

式洗胃防护装置能够让护理人员感受到其带来的便

利，能够有效提高洗胃的护理效率，有利于缩短洗胃时

间、降低洗胃风险及减少并发症，为洗胃患者提供更个

性、舒适、有效的护理的同时，更易于防护和清洁，减

少医护人员工作量，有效提高救治效率。一体式洗胃防

护装置的研制和应用，有利于洗胃防护工作的开展，较

好的提升了患者舒适度、满意度以及医护人员满意度，

适合在急救洗胃防护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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