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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是 ICU 内机械通气患者最常

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是指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患者在接受

机械通气 48h 后发生的肺炎。撤机、拔管 48h 内出现的肺炎。

目前 VAP 在世界的发病率、病死率均较高，导致 ICU 留

治时间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住院费用增加。护理专案是指

护理业务中特定的主题加以系统控制及分析，以达到特定目

标的一种活动。近年来广泛应用于改善护理质量问题上。我

科为了减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开展“降低呼吸机相

关性肺炎发生率”为主题的护理专案改善活动，取得良好的

效果。现报告如下。[2]

2 现状分析

据 报 道，VAP 发 病 率 为 6%~52% 或（1.6~52.7） 例 

/1000 机 械 通 气 日， 病 死 率 为 14%~50%； 若 病 原 菌 是 多

重耐 药 菌或 泛 耐药 菌， 病 死率 可 达 76%， 归 因死 亡 率为

20%~30%。在中国 VAP 发病率在 4.7%~55.8% 或（8.4~49.3）

例 /1000 机械通气日，病死率为 19.4%~51.6%。机械通气时

间延长 5.4~14.5d。ICU 留治时间延长 6.1~17.6d。住院时间

延长 11~12.5d。

3 问题确立

因果分析，主要以（1）气道防御机制受损；（2）机体

免疫力下降；（3）上呼吸道和胃腔内定植菌误吸；（4）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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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指肠定植菌逆行与移位；（5）呼吸机管道的污染；（6）

医务人员手的媒介传播；（7）抑酸剂的滥用。[3]

4 专案目的

根据病区 VAP 发生的严重程度，结合医护人员的工作年

资、能力经验和学历等方面的因素，在客观评估能力的基础上，

我们制定改善目标：将呼吸机相关肺炎的发生率控制在 10%

以下。[4]

5 文献查证

目前在世界各国 VAP 的发生率及病死率均较高，导致

ICU 病人戴管时间延长，住院时间及费用增加。据报道，在

中国 VAP 发生率，在 4.7%~55.8%，病死率达 19.4%~51.6%。

重症患者存在多种与发生 VAP 相关的危险因素，如病人的基

础生理状况、诊疗操作因素与药物治疗相关因素等。

6 解决方法与执行过程

以 2019 年开始的，在 ICU 实施的 VAP 护理专案管理

的 51 例为观察组，相比较于 2018 年未使用护理的专案管理

的 51 例 VAP 患者的情况作为对照组。观察组：男共 31 例，

女共 20 例；年龄 25~63 岁，平均年龄（42.27±10.74）岁。

对照组：男共 33 例，女共 28 例；年龄 22~64 岁，平均年龄

（41.58±10.05）岁。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得到的结果是：

对比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对照组我们进行常规的 ICU 护理管理，观察组我们对其

应用了护理专案管理。并且任命 2 名科室的主管护师作为组

长以及副组长，护师 3 名，护士 3 名，一共 8 人作为护理专

案的小组成员。专案小组对于现存问题进行总结分析，期间

检索文献进行论证，选择顺应临床的解决方法，并且拟定切

实可行的执行计划进行实施。护理计划在进行过程当中，及

时的确认所实施的效果，同时进行相关评价、检讨处置，最

后再进行相关的改进。

7 结果评价 

观察组 VAP 发生率（6.98%），住院时间（17.64+-5.41），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28.57%、27.81+-6.75），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

8 结论

本专案小组在科室的成立让 VAP 在预防治疗及护理等方

面临床应用性强，专业技术完善，低年资护士能够准确及时

掌握吸痰时机操作规范。护理专案计划实施过程中，各位组

员能够积极融入其管理活动之中，提升自己的同时充分感受

到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及满足感。在论证过程中的评估及评价，

组员可以积极主动参与其中，使得小组解决问题的目标和团

队协作达到高度一致。

综上所述，VAP 的预防至关重要。对于 VAP 患者实施正

确的护理专案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临床应用中不断完善预防

措施，将 VAP 的发生率降至最低。

9 实施改善对策

9.1 与器械相关的预防措施

（1）呼吸机清洁与消毒；（2）呼吸回路的更换；（3）

湿化器类型对 VAP 发生的影响；（4）HMEs 的更换；（5）

细菌过滤器；（6）吸痰装置及更换频率；（7）纤维支气管镜。

9.2 与操作相关的预防措施

（1）气管插管路径与鼻窦炎防治；（2）门下分泌物引流；

（3）气管切开的时机；（4）动力床治疗；（5）抬高床头使

患者保持半坐卧位；（6）仰卧位通气；（7）肠内营养；（8）

气管内导管套囊的压力；（9）控制外源性感染，注意口腔卫生。

9.3 集束化方案

（1）抬高床头；（2）每日唤醒和评估能否脱机拔管；

（3）预防应激性溃疡；（4）预防深静脉血栓；（5）口腔护理、

清除呼吸机管路的冷凝水、手卫生、戴手套、翻身等。

9.4 药物预防

（1）雾化吸入抗菌药；（2）选择性消化道去污染。

10 讨论

专案改善的核心在于组织一个团队，目的在于激励护理

人员充分发挥思考力、创造力及团队精神，以科学的方法解

决护理问题，提高护理服务工作品质。专案活动中，通过正

确的指引、有效的培训、规范而个性化的宣教能降低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发生率。我组护理质量的改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激发了护士的思考能力以及团队的智慧，能预设解决方法和

途径，并按计划组织实施，不足之处是个别护士慎独精神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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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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