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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因疾病或手术等原因!常常需要安置胃肠管!以达到

胃肠减压或肠内营养$

P,

%液注入等目的!安置胃肠管已成为

临床最常用的辅助治疗手段之一!也是临床上为改善危重患者

预后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通过鼻饲可以维持胃肠道黏膜的

完整性!减少感染性并发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改善预后&

$

'

#

护理人员是鼻饲操作的直接执行者!在保证安全有效的鼻饲营

养支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护理人员鼻饲过程中操作和维护

不当常常会导致相关并发症发生!这些并发症包括反流"误吸"

肺部感染"腹泻"胃潴留等!并发症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疾病

转归和预后!并增加患者经济负担&

J

'

#有研究报道!安置胃管

的患者!胃管维护不当的发生率为
&'Kf

&

J&'&f

&

K

'

#目前美

国重症医学协会$

/RRO

%"美国肠外肠内营养学会$

+/!P,

%"

欧洲肠外肠内营养学会$

P/!P,

%等均有针对鼻饲专科护理成

熟的指南!但目前胃管使用的具体情况!尚缺乏临床调研的证

据支持#本研究旨在了解医院胃肠管使用现状!为胃肠管使用

及维护质控管理提供参考数据#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重庆市两家医院!

其中
$

家为主城区三级甲等医院!

$

家为区县二级甲等医院!

两家医院所有使用胃肠管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

%该院住院患者!包括调查当日入院"出院"转院及死亡的患

者*$

J

%因各类治疗"诊断目的留置胃肠管*$

K

%年龄大于或等于

$X

周岁*$

)

%自愿参与!配合调查者#排除标准)$

$

%调查当日

不在院内的住院患者*$

J

%因手术"外出检查等因素不能采集胃

管相关信息患者#

C'D

"

方法
"

根据相关文献及指南的查阅及研究目的!自行设

计的-胃肠管使用情况调查表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两个部

分)$

$

%患者一般资料!具体包括年龄"性别"身高"疾病类型"住

院时间"置管次数等*$

J

%胃肠管相关指标!导管类型"置入深

度"置管时间"留置导管用途#调查组由
$&

名课题组成员及临

床护士组成!由调查设计者任组长!

J

人一组!每组负责
K

&

)

个科室#调查前对调查者进行统一培训!明确各类指标判断标

准#调查过程中使用统一指导语!征得患者或家属同意后方可

开始调查#调查者通过多种途径获取调查对象相关信息)患者

一般资料通过查看患者电子病历获得*胃肠导管类型"置入深

度"置管时间信息通过至患者床旁查看置管情况获得!留置导

管用途通过询问责任护士获得#调查者根据获取信息据实填

写调查表#调查结束当日收回调查表!检查调查表填写质量#

C'E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J&'&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学描述方法!计量资料以
GeA

表示!计数资料及等级

资料采用构成比表示*身高与置管深度相关性分析采用线性回

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C

"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

两家医院调查当日住院总人数为

$K(&

例!胃肠管置管人数
$LK

例$

$)'K&f

%#因请假"手术及

外出检查未调查对象
$$

例#最终纳入调查对象
$XJ

例!其中

男
$&K

例!女
WL

例*年龄
JK

&

XW

岁!平均$

(X'&&e$L'[&

%岁*

平均住院时间为$

$('[)e$['L(

%

;

*疾病种类)呼吸系统疾病

K$

例!心血管系统疾病
J$

例!消化系统疾病
(X

例!内分泌系统

疾病
$&

例!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

例!神经系统疾病
(&

例!血液

系统疾病
X

例*首次置管者
$J)

例!

J

次及以上置管者
(X

例#

D'D

"

各科室胃肠管使用情况
"

本次调查科室共
$L

个科室!其

中
6R1

置管率最高!为
[X'LWf

!其次为神经外科"神经内科"

消化内科和老年科!置管率均大于
K&f

!见表
$

#

表
$

""

医院各科室住院患者胃肠管使用率$

-

'

f

%

科室
-

置管人数 科室
-

置管人数

6R1 JL J&

$

[X'LW

% 心内科
$&[ (

$

)'WJ

%

神经外科
[[ JW

$

)&'L$

% 肿瘤血液科
[K J

$

K'$W

%

神经内科
W$ J[

$

K['[J

% 胸外科
)W $

$

J'$K

%

消化内科
X& JL

$

K['J(

% 肾内科
W$ $

$

$')$

%

老年科
L( KJ

$

KK'[X

% 眼科
KK &

普外科
XJ J$

$

J('[$

% 康复科
LK &

肝胆外科
JW [

$

JJ'JJ

% 骨科
$J[ &

呼吸内科
$&L [

$

('(&

% 泌尿外科
(W &

内分泌科
KW J

$

(')$

% 妇产科
X$ &

耳鼻喉科
WW )

$

('$L

%

D'E

"

胃肠管置管及使用情况
"

$XJ

例置管患者中!使用普通

胃管的患者所占比例最高$

()'KLf

%!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口

术$

!P-

(

!PI

%最少$

K'K&f

%#调查对象胃肠管置管深度为

$

[&'JXe['KJ

%

8B

!其中
([

&

[(8B

所占比例最高$

(J'X)f

%*

)(

&!

([8B

所占比例为
)J'[$f

#置管时间
$

&!

X;

的患

者
XL

例 $

)X'L&f

%*置 管 时 间 大 于
K&;

的 患 者
)W

例

$

J('XJf

%#留置导管主要用于胃肠减压和
P,

支持治疗!分

别为
[$

例$

KK'(Jf

%"

$$&

例$

[&'))f

%!见表
J

#

D'F

"

身高与置管深度相关性分析
"

患者身高与置管深度线性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均方为
J)LL'()X

!残差的均方为

K$W

重庆医学
J&$X

年
J

月第
)W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J&$[

年医学科研计划项目$

J&$[O/ZO&[L

%#作者简介&唐晓铃$

$LW[c

%!副主任护师!本科!

主要从事重症护理研究#



)['X)(

!

&

检验统计量的观察值为
(K'K(X

!

!d&'&&

!患者身高

与胃肠管置管深度间存在线性关系#

表
J

""

胃肠导管置管及使用情况"

-

$

f

%#

项目 使用情况 项目 使用情况

导管类型$

-d$XJ

% 置管时间$

-d$XJ

%

"

普通胃管
LL

$

()')&

%

"

$

&!

X; XL

$

)X'L&

%

"

两腔胃管
)&

$

J$'LX

%

"

X

&!

K$; )[

$

J('JW

%

"

三腔胃管
KW

$

J&'KK

%

"

K$

&!

$X$; J)

$

$K'$L

%

"

!P-

(

!PI [

$

K'K&

%

"

$X$

&

K[(; $W

$

L'K)

%

置管深度$

-d$W[

%

4

"%

K[(; [

$

K'K&

%

"!

)(8B J

$

$'$)

% 留置导管用途$

-d$XJ

%

"

)(

&!

([8B W(

$

)J'[$

%

"

胃肠减压
[$

$

KK'(J

%

"

([

&

[(8B LK

$

(J'X)

%

"

P, $$&

$

[&'))

%

"%

[(8B [

$

K')$

%

"

术后伤口支撑
K

$

$'[(

%

"

胃肠减压及
P, X

$

)')&

%

""

4

)

!P-

(

!PI

因置入路径不同!未进入置管深度的统计分析

E

"

讨
""

论

E'C

"

胃管置入深度规范性逐步提高
"

传统的胃管置入方法推

荐成人置管深度为
)(

&

((8B

#目前较多研究建议增加胃管

置管深度#郑琼娜等&

)

'的一项
O234

分析指出!增加胃管置入

深度可以降低中重度腹胀发生率!缩短肠鸣音恢复时间*杜桦

等&

(

'的研究证实!适当将胃管置入深度延长至
(W

&

[W8B

!可

有效降低患者呛咳"反流"误吸及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究其

原因可能与临床使用的胃管为侧方开孔有关!最上端侧孔约高

于胃管顶端
$J8B

!置管深度不够!上端侧孔则不能到达胃内#

本调查结果平均置管深度为$

[&'JXe['KJ

%

8B

!且置管深度与

患者身高有相关性!说明大部分临床护理人员已意识到延长胃

管置入深度的必要性#但仍有部分患者胃管置入深度不够!对

此需加强护理人员胃管置管新进展的培训!规范操作#采用新

的胃管置入深度测量方法!即从胃管最上端侧孔处自发际到剑

突的距离#

E'D

"

导管留置时间及风险分析
"

目前!对胃管留置时间尚无

统一定论!临床多依据患者病情而定#较多研究证实!长期留

置胃管的患者存在较多并发症风险!如环状括约肌功能障

碍&

[

'

!食管"胃黏膜机械性损伤及糜烂等&

W

'

#本调查结果显示!

胃肠管留置时间大于
K&;

的患者占
J('XJf

!所占比例较大#

究其原因可能与调查对象中老年患者比例较大有关!调查医院

中!一家医院老年科为重庆市重点专科!老年患者数量多#老

年患者由于基础疾病多!营养缺乏!自主吞咽功能不全!常需长

期
P,

支持&

X

'

#其次!长期留置胃肠管的患者中!神经系统疾

病所占比例较高!这与该系统疾病多伴随吞咽功能障碍!疾病

恢复时间长有关#建议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缩短胃肠管留

置时间!采用
!-P

(

!PI

置管替代长期留置鼻胃管#

E'E

"

置管类型选择合理性有待提高
"

目前!患者置管类型主

要为经鼻置入胃管及
!-P

(

!PI

置管#本调查中!以经鼻置入

胃管为主!对于短期治疗需求的患者!适宜选择经鼻置入胃管*

而对长期治疗需求的患者!鼻胃管的适用性并不强#

!P-

(

!PI

因其操作简便!并发症少!已成为长期
P,

支持患者的首

选方式&

L

'

#与长期留置鼻胃管相比!

!P-

和
!PI

可有效减少

胃食管反流!吸入性肺炎的发生!避免导管对鼻咽部的机械刺

激及损伤&

$&

'

#本调查对象中!置管时间大于
K&;

的患者均满

足
!P-

(

!PI

的适用范围#然而结果显示!

!P-

(

!PI

置管患者

仅
[

例!且均集中在三级医院#在胃肠管导管选择方面尚有较

大改进空间#护理人员需加强与患者的沟通!推进长期留置胃

管患者
!P-

(

!PI

的使用#

综上所述!本调查是在两家医院开展的普查!结果具有一

定代表性#但样本量较小!调查范围局限!尚需扩大调查范围

及样本量!以进一步提高结果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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