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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在急性脑卒中危重患者人工气道管理中的应用 

及对其感染率的影响分析 

缪未然，顾文文，祝秀娟，吴莉蓉* 

如东县人民医院  江苏南通 

【摘要】目的 观察在急性脑卒中危重患者人工气道管理中应用针对性护理的效果，分析其对患者感染率的

影响。方法 为配合本次研究，共择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我院急性脑卒中危重患者 100 例，根据研究需要，

将其中接受常规护理者纳入参照组（50 例），将接受针对性护理者纳入研究组（50 例），观察两组护理措施应

用效果。结果 两组感染发生率研究组低于参照组（P＜0.05）；两组患者 ICU 入住时间、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

间各项用时见研究组低于参照组（P＜0.05）；患者总满意率对比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结论 在急性脑

卒中危重患者人工气道管理中应用针对性护理可有效降低患者感染发生率，并缩短治疗时间，促使患者尽早出院，

让患者切实感到满意，值得推广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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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argeted nursing in artificial airway management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and analysis of its impact on infec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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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 artificial airway management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and analyze its impact on patient infection rate. Methods To support this study, a total of 100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needs, those who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ere included in the reference group (50 cases), and those who received 
targeted nursing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group (50 cas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the two nursing measure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ICU stay tim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lower in the study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argeted nursing in artificial airway management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n, shorten the treatment time, promote 
early discharge, and make patients feel satisfied. It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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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卒中是一种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

病率、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对于危重患者而

言，人工气道的管理是护理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急性脑

卒中危重患者人工气道管理是指，为确保急性脑卒中

危重患者的呼吸道通畅，通过外科手术或非手术方法

建立的人工气体通道的管理。这一过程包括气道的建

立、维护、监测及适时撤离，旨在辅助患者呼吸、防止

误吸、便于吸痰和通气，以及监测呼吸参数，同时需特

别关注预防感染和并发症的发生。然而，人工气道的建

立和维护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如感染、气道堵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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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1]。因此，如何有效管理人工气道，

降低感染率，提高护理质量，成为当前临床护理工作的

重要课题。 
本文观察在急性脑卒中危重患者人工气道管理中

应用针对性护理的效果，分析其对患者感染率的影响，

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为配合本次研究，共择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

我院急性脑卒中危重患者 100 例，根据研究需要，故

将患者分组开展护理，研究组（50 例），年龄区间 52-
80 岁，均数（66.35±2.43）岁，男性 30/50、女性 20/50；
参照组（50 例），年龄区间 55-81 岁，均数（68.15±
2.61）岁，男性 31/50、女性 19/50；统计学对所有研究

资料中数据分析后显示 P＞0.05，故具备分组条件。 
1.2 方法 
参照组：常规护理，主要执行病情监测、气道湿化、

吸痰等基础护理措施。 
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针对性护理，方法

为：①风险评估：对患者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包括气

道情况、感染风险、营养状况等，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

划。②气道管理：加强气道湿化和吸痰操作，保持气道

通畅。定期更换气管导管和湿化液，避免交叉感染。对

于存在气道狭窄或分泌物较多的患者，采用高频振荡

通气或支气管镜辅助吸痰等方法。③感染控制：严格执

行无菌操作，加强手卫生和环境消毒。对患者进行定期

的微生物检测和药敏试验，根据结果选择合适的抗生

素。对于存在感染风险的患者，预防性使用抗生素。④

营养支持：根据患者的营养状况，制定个性化的营养支

持方案。采用肠内或肠外营养途径，确保患者获得足够

的热量和营养素。⑤康复锻炼：指导患者进行早期康复

锻炼，包括床上翻身、肢体活动、呼吸训练等。根据患

者的情况，逐渐增加锻炼强度和时间[2]。 
1.3 判定标准 
观察两组护理措施应用效果，统计两组感染发生

率、治疗时间、患者满意度各项数据，并针对性进行组

间对比，从而判定护理效果。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1.0 是本次研究所用的处理工具，分别用

(n%)、χ2 计数和检验或用（x±s）、t 计量和检验，如

数据之间存在意义，则用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统计两组感染发生率，总有效率显示研究组低

于参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感染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呼吸道感染 肺部感染 堵管 总满意率 

研究组 50 0（00.00%） 1（2.00%） 1（2.00%） 2（4.00%） 

参照组 50 3（6.00%） 3（6.00%） 2（4.00%） 8（16.00%） 

P     ＜0.05 

 
2.2 统计两组患者治疗时间，相关指标包括：ICU 

入住时间、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两组数据对比见

存在明显差异（P＜0.05）。 
研究组各项用时：ICU 入住时间（6.16±1.03）d、

（4.70±1.23）d、（10.38±1.16）d； 
参照组各项用时：ICU 入住时间（10.40±1.05）d、

（6.88±1.39）d、（15.15±1.14）d。 
2.3 统计患者满意度，总满意率对比研究组 49

（98.00%）高于参照组 43（86.00%）（P＜0.05）。 
研究组：非常满意者 38（76.00%）、一般满意者

11（22.00%）、不满意者 1（2.00%）； 
参照组：非常满意者 23（46.00%）、一般满意者

20（40.00%）、不满意者 7（14.00%）。 
3 讨论 

针对性护理是一种个性化的护理模式，其核心在

于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身体状况、心理需求以及经济

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制定并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护理计

划。在针对性护理中，护理人员会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

变化，及时调整护理方案，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来降

低并发症和感染的风险[3]。 
急性脑卒中危重患者指的是因脑部血管突然破裂

或阻塞，导致脑组织损伤，且病情严重、生命体征不稳

定的患者[4]。这类患者通常需要紧急救治，并密切监测

其生命体征和病情变化。人工气道管理则是指为确保

患者呼吸道通畅，通过外科手术或非手术方法在患者

的气管或支气管内建立人工气体通道，并进行一系列

维护和管理措施。在急性脑卒中危重患者的人工气道

管理中，应用针对性护理的主要目的旨在全面提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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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质量和患者康复效果[5]。 
本次研究结果体现，在急性脑卒中危重患者的人

工气道管理中，应用针对性护理的确展现出了显著的

优势。这种护理模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感染发

生率，还对患者整体的治疗进程和康复质量产生了积

极影响。首先，针对性护理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感染风

险。急性脑卒中危重患者由于病情严重，免疫能力下

降，加上人工气道的建立使得呼吸道直接暴露于外界

环境中，因此感染风险显著增加。通过实施针对性护

理，如加强气道湿化、定期吸痰、定期更换气管导管和

湿化液等措施，可以有效清除呼吸道分泌物，减少细菌

滋生，从而降低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6]。同时，在急性

脑卒中危重患者中，由于意识障碍、吞咽功能障碍等原

因，患者往往无法自行咳痰，容易导致气道堵塞。通过

实施针对性护理，如采用高频振荡通气、支气管镜辅助

吸痰等先进技术，可以有效解决气道狭窄、分泌物堵塞

等问题，确保患者呼吸道通畅，维持正常的呼吸功能
[7]。其次，这种护理模式还缩短了 ICU 入住时间、机械

通气时间和总住院时间。这意味着患者能够更快地脱

离生命危险，减少在医疗环境中的暴露时间，进而降低

再次感染和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针对性护理通过全面

评估患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需求，为患者提供个性化

的护理服务。这种护理模式不仅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

还注重患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通过优化气道管理、降

低感染风险、加强康复锻炼等措施，针对性护理显著改

善了患者的临床状况，从而缩短了 ICU 入住时间。这

意味着患者能够更快地脱离生命危险，减少在 ICU 环

境中的暴露时间，进而降低再次感染和其他并发症的

风险。在急性脑卒中危重患者中，机械通气是维持生命

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长时间的机械通气可能导致患

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肺损伤等并发症的发生。针对性

护理通过加强气道湿化、定期吸痰、定期更换气管导管

等措施，有效保持了患者呼吸道的通畅，降低了呼吸道

感染的风险。同时，通过评估患者的呼吸功能，及时调

整机械通气的参数，避免了不必要的机械通气时间延

长。因此，针对性护理能够显著缩短机械通气时间，降

低并发症的发生率[8]。由于针对性护理在 ICU 入住时

间和机械通气时间上的显著缩短，患者的总住院时间

也相应减少。这不仅能够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还能够

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此外，总住院时间的缩短也

意味着患者能够更早地回归家庭和社会，进行正常的

日常生活和工作。最后，针对性护理还注重患者的舒适

度和满意度。通过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和细致入微的护

理服务，患者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关怀和支持，从而提高

了对医疗服务的整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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