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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形成《成人重症患者人工气道湿化护理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完善人工气道湿化规范。方法	 检

索、评价和汇总成人重症患者人工气道湿化护理证据，提取相关的推荐意见，形成《共识》初稿，通过 2 轮专家咨询，根据专家建

议进行分析、修改及完善，形成《共识》终稿。结果	 最终形成的《共识》内容包括相关概念、温湿化目标范围、人工气道湿化管

理流程、湿化方式、湿化液选择、湿化效果评价方法等 6 个方面。结论	 该《共识》实用性较强，可为临床护理人员在人工气道

湿化护理实践和质量的控制提供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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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n	expert	consensus	on	artificial	airway	humidification	care	 in	critical	adult	patients	

（refer	as“Consensus”hereafter）	for	a	standardised	procedure	of	artificial	airway	humidification.	Methods Review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s	relevant	to	artificial	airway	humidification	care	in	critical	adult	patients	were	conducted.	Clinical	experiences	of	

medical	and	nursing	experts	we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wo	rounds	of	expert	consultations	were	conducted	to	finalise	the	Consensus.	

Results Various	aspects	were	studied	including	concepts，targeted	range	of	temperature	and	humidification，methods	of	humidification，

selection	of	humidification	 liquid	and	methods	 for	evaluation	of	humidification	effectiveness.	The	Consensus	was	applicable	 to	 the	

management	of	humidification	of	artificial	airway	 in	critical	adult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Consensus	exhibits	a	certain	 level	

of	scientific	rigor	and	practical	applicability.	 It	serves	a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e	 to	clinical	nursing	personnel	 in	 the	

management	of	artificial	airway	humi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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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物及进行机械通气等，常常会建立人工气道。人

工气道的建立和高流量医用气体的使用，对机体正

常的吸入气体调节过程产生影响，使下呼吸道失水、

黏膜干燥、分泌物粘稠等，从而导致气道阻塞、气道

黏膜损伤、肺不张、肺部感染等并发症［1-4］。相关指

南［1-2，5-6］指出，留置人工气道患者应做好气道湿化

管理，从而达到提高吸入气体的温湿度、湿润气道黏

膜、维持纤毛正常运动、稀释痰液等目的。人工气道

急危重症患者为保持气道通畅、清除呼吸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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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化管理作为保障呼吸道通畅的重要环节，其效果

直接反映人工气道的护理质量。调查结果表明［7-9］，

国内护理人员对人工气道湿化护理的认知水平需要

提高，人工气道湿化护理临床实践尚缺乏统一科学

的规范。为规范人工气道湿化护理实践标准，降低

成人重症患者因人工气道湿化不当引起的呼吸道并

发症，保障患者安全，本研究检索、评价和汇总成人

重症患者人工气道湿化护理证据，召集国内相关领

域的知名护理专家参与编写《成人重症患者人工气

道湿化护理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旨在解

决成人重症患者人工气道湿化护理实践过程中的难

点，形成规范化人工气道湿化护理指导方案，为有

效、安全实施人工气道湿化护理提供科学依据。	

1 《共识》形成

1.1 成立《共识》编写组和专家组

成立以重症护理专家和重症一线临床护士等 4

名成员组成的《共识》编写组，其中主任护师、副主

任护师、主管护理师、护理师各 1 名；硕士学位 2 名、

硕士在读及本科各 1 名。编写组负责查阅国内外文

献，确定《共识》主题及主要内容，起草《共识》初稿

后先后组织两轮专家论证，整理、汇总专家意见后对

咨询结果进行整理分析，根据专家咨询结果对《共

识》内容进行进一步修订和调整，形成最终版的《共

识》。专家纳入标准：专业领域为重症医学或呼吸专

科的护理专家；专业工作年限≥ 10 年；本科及以上

学历；副高及以上职称。所有专家均自愿参与本研

究，最终共遴选出 16 名专家进入《共识》专家组。

由专家组完成《共识》咨询、论证及最终审核工作。

1.2 编写《共识》初稿

《共识》撰写组成员计算机检索英文数据库

PubMed，BMJ	Best	Practice，The	Cochrane	Library，

Embase，Web	of	Science 及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万

方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

文献数据库。检索时限从建库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中文检索词为“人工气道 / 气管插管 / 气管切开 /	

机械通气 / 有创通气”“湿化 / 气道湿化 / 湿化治疗 /	

湿化器 / 热湿交换器 / 人工鼻 / 雾化 / 治疗 / 管理”

和“研究 / 调查 / 综述 / 共识 / 指南 / 证据总结 /Meta

分析 / 系统评价”。英文文检索词为“artificial	airway/

endotracheal	 intubation/tracheal	cannula/endotracheal	

airway/tracheal	 airway/intratracheal	 in	 tubation/

endotracheal	 tube/tracheal	 intubation/tracheostoma/

tracheotomy/mechanical	ventilation/invasive	ventilation/

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humidification/airway	

humidification/humidity	 therapy/heat	 and	moisture	

exchanger/HME/artificial	nose/atomization	 inhalation/

therapy/management”和“study/survey/review/consensus/	

guideline/evidence	summary/meta-analysis/systematic	

review”。初步检索获得文献 10	349 篇，合并去重、

阅读文题、摘要及全文，并检索相关度较高文献后

的参考文献，再次筛选获得文献 428 篇。纳入的文

献由 2 名研究人员独立完成质量评价并交叉核对，

出现不同意见由小组进行裁决，遵循纳入原则为循

证证据优先，高质量证据优先，最新发表权威文献优

先。最终纳入 75 篇文献，包括指南 7 篇［1-2，5，27，57-58，

68］，标准 2 篇［17，55］，系统评价 27 篇［3，15，18-24，26，29，36，51-

52，54，59-60，63，69-70，72-74，78，81-82，84］，对照试验研究 22 篇［4，

14，25，28，32-35，38-39，41-45，47-48，50，61，71，75，83］，类实验研究 2 篇
［40，67］，非实验性研究 3 篇［7-9］和专家共识 12 篇［6，11，13，

30-31，46，56，62，64-66，80］。指南质量评价采用 2017 年更新

的指南评价工具 AGREE	II（Appraisal	of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II）［85］进行评价；系统质

量评价采用 2017 年发布的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评

价工具 AMSTAR2（Assessment	of	Multiple	Systematic	

Reviews）［86］进行评价；随机对照试验、	类实验研究、

队列研究和专家共识质量评价采用澳大利亚 JBI

（Joanna	Briggs	Institute）循证卫生保健中心对应的评

价标准［87］进行评价。本《共识》撰写组成员在参考

相关文献［1-84］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际工作，通过经

验总结、分析形成《共识》初稿。

1.3 实施专家函询及专家论证

本研究共进行两轮专家函询，历时 2 个月。两

轮专家咨询均采用电子邮件，分别发放 16 份问卷，

均有效回收，回收有效率均为 100.0%。专家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对《共识》各项内容的重要性进行

评分，从“很不重要”至“非常重要”分别计 1~5 分。

以重要性评分≥3.50，变异系数为≤0.25 的条目纳入

标准［88-89］。《共识》编写组成员对专家提出的修改建

议进行多轮整理和咨询，对《共识》内容进行探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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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修正补充，形成《共识》最终版，内容包括相关

概念、温湿化目标范围、人工气道湿化管理流程、湿

化方式、湿化液选择、湿化效果评价方法等6个方面。

2 《共识》的内容

2.1 相关概念

2.1.1 重症患者 重症患者（critical	patient）指因

各种原因导致一个或多个器官与系统功能障碍，或

潜在高危因素及生命安全隐患而入住重症监护室

（intensive	care	unit，ICU）的患者［10］。本《共识》适用

于年龄≥18岁的重症患者。

2.1.2 人工气道 人工气道（artificial	airway）是指运

用各种辅助设备及特殊技术在生理气道与空气或其

他气源之间建立的有效连接，以保证气道通畅、维

持有效通气，分为上人工气道和下人工气道［1，10，12］。

下人工气道包括气管插管（经口或经鼻）和气管切开

置管等［1，11］。随着医疗技术发展，人工气道现已作

为抢救危重患者、解除呼吸道梗阻等的重要手段，

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1，13-16］。本《共识》重点对下人

工气道的湿化护理展开讨论。

2.1.3 气道湿化相关概念 ①气道湿化（airway	

humidification）指采用各种装置，对患者吸入的气体

进行调节，使气体能够接近或达到上呼吸道的生理

作用，使气管和肺部能吸入含足够水分的气体，从而

达到湿润气道黏膜、稀释痰液、保持黏液纤毛正常运

动的方法［16-17］。②绝对湿度（absolute	humidity，AH）

是指在单位体积气体中存在水蒸气的重量，单位为

“mg/L”［18-19］。③绝对饱和湿度（absolute	humidity	at	

saturation，AHS）是指在一定温度下，单位体积气体达

到完全饱和所需的水蒸气重量，单位为“mg/L”［18-20］。

④相对湿度（relative	humidity，RH）表示气体绝对湿度

与绝对饱和湿度的百分比，单位为“%”［18-19］。

2.2 温湿化目标范围

生理状态下，吸入气体经过上呼吸道加温加

湿，到肺泡前可达到 37℃、绝对湿度 44mg/L、相对

湿度 100％，此位置称为等温饱和界面（	isothermic	

saturation	boundary，ISB）［19，21］。一般情况下，气体的

绝对饱和湿度与温度呈正相关（在气体温度为 25℃

时，当气体相对湿度为 100% 时，绝对饱和湿度仅为

23mg/L），对气道湿化效果进行评价时绝对湿度更重

要，且应关注人工气道末端气体温度［18-20］。研究［24］

表明，当气道绝对湿度低于 25mg/L 持续 1h 以上或

低于 30mg/L 持续 24h 以上，可能会导致气道黏膜功

能障碍。

2012 年，美国呼吸治疗协会（American	Assoc-

iation	for	Respiratory	Care，AARC）［2］建议，留置人工

气道患者最低湿度水平需达到 33mg/L（若使用热湿

交换器，其输送气体湿度水平应至少为 30mg/L），Y

型接口处气体温度应≥34℃且 <41℃ ；《机械通气临

床应用指南	（2006）》［1］及《中国神经外科重症患者

气道管理专家共识（2016）》［11］均要求，Y 型管处气

体温度达到 37℃、相对湿度为 100%。对于湿化的

最佳温度和湿度目前国内外没有统一的实践标准，

本《共识》推荐成人重症患者人工气道 Y 型管处气

体温度应≥34℃且 <41℃（37℃为最佳）、湿度至少

达到 33mg/L（44mg/L 为最佳；若使用热湿交换器，湿

度应至少为 30mg/L）。

2.3 成人重症患者人工气道湿化管理流程

所有留置人工气道的患者都需要进行气道湿化

和加温［2，21，79］。人工气道湿化管理操作者要求［2，21］，

①资质要求：必须是经过培训的执业护士、呼吸治疗

师、医生等。②能力要求：能够根据患者人工气道、

通气情况及病情为患者选择正确的湿化方式，能正

确使用各种湿化装置并进行效果观察，能正确评估

患者人工气道湿化情况、并发症并及时调整湿化方

法。人工气道湿化管理流程主要包括评估、湿化方

法和湿化液选择、湿化效果评价及并发症观察和处

理等，详见图 1。

2.4 湿化方式

对于重症监护室护士来说，了解各种温湿化装

置的原理、适应证及局限性，从而为重症患者选择合

适的人工气道湿化方式十分重要。目前临床上人工

气道优先选择的湿化装置主要为加热加湿器和热湿

交换器。由于气泡式氧气吸入湿化法、雾化吸入湿

化法、气道滴注湿化法、湿纱布覆盖湿化法等其他湿

化方式，湿化效能较低或相关并发症较多，故本《共

识》不推荐留置人工气道的重症患者长期使用该类

湿化方法。

2.4.1 理想气道湿化装置评价标准 理想气道湿化

装置的评价标准［37，74］：①在患者机械通气和自主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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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情况下，均可提供合适的温湿度；②维持机体正常

的体温；③保障患者安全，减少对呼吸道的损害；④

防止患者携带的病原体污染环境；⑤使用简单，避免

连接错误（不需或仅有有限的连接）；⑥无需维护；⑦

价格便宜。

2.4.2 湿化方式的选择

2.4.2.1	 加热加湿器	 ①加热加湿器的原理及分类：

加热加湿器（heated	humidifiers，HH）属于主动湿化，

连接在吸气管路上，一般由湿化罐、加热装置、电源

线及温度传感器组成，可分为非伺服控制型湿化器

（通过调节档位产生不同程度温湿化效果）和伺服控

制型湿化器（湿化器自主调节并显示输送给人体气

体的温度）两种。临床研究结果显示［1-2，18-19］，伺服

型湿化器湿化效果更好，推荐长期气道湿化患者首

选。呼吸管路内含加热导线可提高湿化效果、减少

冷凝水的生成［18，28］，对于长期机械通气患者建议首

选双加热导丝的呼吸管路。对于人工气道非机械通

气患者，建议使用高流量温湿化氧疗仪进行主动加

热湿化，该装置由流量发生器（包括空气-氧气混合

器、涡轮机和文丘里3部分）、加热加湿器、加热单回

路管路和人工气道专用的连接管组成，气体主要通

过流量发生器将空气与氧气按预设氧浓度进行压缩

混合，再通过加热加湿器加热加湿，经加热单回路管

路输送［29-31］。此类与氧疗仪联合的主动湿化装置，

能使气流得到有效温湿化，其湿化效果与气体流速

有关。②加热加湿器的适应证［2，18-19］：加热加湿器

可对吸入气体进行湿化和加热，其湿化效能高、温

湿度可控，使用范围广，适用于所有留置人工气道需

要温湿化的重症患者。③加热加湿器的局限性［2，19，

32-33］：需要使用电源及湿化液；需要更多的监控和技

术来确保正确使用，有使患者气道暴露在过高温度

下的风险；若湿化过度可导致刺激性咳嗽加剧；当环

境与湿化管路温度梯度较大时，回路中易产生冷凝

水；含有加热用金属，护理人员有被灼伤的风险。④

加热加湿器更换时机［27］：湿化罐及湿化管路的更换

时间应遵循产品说明书，若有污染或破损时应及时

更换。

2.4.2.2	 热湿交换器	 （1）热湿交换器的原理及分类	。	

热湿交换器（heat	and	moisture	exchangers，HME），又

称人工鼻，属于被动湿化，是模拟人体解剖湿化系统

而制造的替代性装置，通过收集并利用人体呼出气

中的热量和水分进行温湿化，当呼出气体通过时，呼

出气内的热量、水分被其保留下来，当吸入气体通

过时，热量及水分重新进入吸入气中，从而使气道得

到一定程度的温湿化［1-2，19，27］，其有效性与患者潮气

量、吸气时间、分钟通气量和体温等有关［34］。HME

分为疏水型HME、吸湿型HME和复合型HME	3类
［2，28，35-37］：①疏水型HME是由低导热系数的防水材

质组成，由于折叠产生较大的表面积，从而形成较高

的温度梯度，有利于存储温度和湿度；对吸入气体中

的病原微生物的过滤效果较好，价格便宜，但加湿效

果较差，易导致气道阻塞，目前临床上较少用于气道

图1 人工气道湿化管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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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化；②吸湿型HME是在疏水型HME简单物理结

构的基础上，向间隙中添加吸湿的化学物质（如氯化

钙或氯化锂等）、涂层羊毛、泡沫或纸质等材料。它

们在呼气时吸收水蒸气，在吸气时释放水蒸气，比

疏水型HME具有更好的增湿性能，但此类HME不

具有抗菌过滤作用；③复合型HME又称热湿交换过

滤器，是将过滤器添加到疏水型或吸湿型HME中形

成，这些过滤器基于静电或机械过滤运行（机械过滤

器的纤维密度高，静电电荷少，而静电过滤器的静电

电荷多，纤维密度低），具有气道湿化与气体过滤双

重作用。与静电过滤器相比，机械过滤器能更好地

阻挡细菌和病毒病原体，但带来的气流阻力更高［38-

39］。（2）热湿交换器的适应证：HME轻便、易携，但

湿化效能较加热加湿器低，适合部分人工气道患者

短期（≤96	h）和转运时使用［2，20］。（3）热湿交换器的

使用禁忌证［2，18，20，28，40-41］：①分泌物粘稠且过多或

为血性分泌物的患者；②潮气量小于所输送潮气量

70%患者（如较大的支气管胸膜瘘）；③潮气量较低的

患者（如使用肺保护性通气策略的患者或幼儿患者）；

④难以脱机和呼吸储备有限的患者；⑤体温<32℃

的患者；⑥分钟通气量>10L/min的患者。（4）热湿交

换器的使用注意事项［2，19，32，38，42-46］：①与加温加湿

器相比，HME湿化效能较低，应选择输送气体湿度

水平至少为30mg/L的HME；②HME存在死腔，会降

低肺泡通气量，对于小潮气量通气或患者本身存在

二氧化碳潴留者，不建议使用；③当HME吸收了过

多水分，或有痰液、血液粘附时，气道阻力明显增加，

会降低湿化效果，并可能导致气道阻塞；④主动湿化

和被动湿化不能同时使用，在采用主动加热湿化的

呼吸机回路中如需使用过滤器，应选用疏水材质产

品，不能使用热湿交换器；⑤使用热湿交换器过程

中，若患者气道产生大量浓稠分泌物，此时极易造成

管路阻塞，应更换为加热加湿器；⑥当HME位于雾

化装置与患者之间时，雾化药物会沉积在HME中，

影响药效。（5）热湿交换器的更换时机：关于HME

的更换时间暂无统一标准，由于担心HME的性能会

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而降低，大多数制造商建议每

24h更换1次［35-36］，但是相关研究［47-48］证实可以延长

更换时间。研究［47-48］表明，纯吸湿型HME及复合型

HME每48h更换1次，不会影响其功效和医院相关

性肺炎的发生；另外还有研究［35］表明，对于非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患者，每周更换HME是安全、有效和经济的，

COPD患者应每48h更换1次HME。本《共识》建议

每48~96h或遵循产品说明书进行更换HME并关注

湿化效果及患者安全；在HME出现破损、污染及气

道阻力增加时，应及时更换［27，35，46，48-49］。加热加湿

器与热湿交换器各项情况比较见表1。

表1 加热加湿器与热湿交换器各项情况比较

湿化方式 类型 原理 优点 缺点/潜在风险 适应证 禁忌证 更换时机

加热加湿器
（HH）

①不含加热导线 应用加热型
湿化器对吸
入气体进行
加温、加湿；
属于主动湿
化。

①使用范围广；
②如果使用正确，不
会增加气道阻力；
③有报警系统，保证
患者安全；
④温化及湿化效能更
高，可设置加热温度。

①需要电源及湿化液；
②需要更多的监控和
技术，应加强培训；
③回路中可能产生较
多冷凝水；
④若湿化过度可导致
刺激性咳嗽；
⑤含有加热用的金属，
有被灼伤的风险。

适用于
所有留
置人工
气道成
人重症
患者。

无绝对
禁忌证

湿化罐及湿化管
路的更换时间应
遵 循 产 品 说 明
书，若有污染或
破损时应随时更
换。

②含吸气管路加
热导线

③含吸气和呼气
双管路加热导线

热湿交换器
（HME）

①疏水型HME 通过储存呼
出气体中的
热量和水分
来对吸入气
体进行加热
湿 化；属 于
被动湿化。

①重量轻、操作方便，
减少护理工作量；
②无需电源及湿化
液，便携；
③有过滤功能，尚不
能证明可降低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发生（复合
型HME）。

①增加气道死腔；
②增加气道阻力；
③湿化效能较差，有气
道堵塞风险；
④雾化治疗时，须取
下；
⑤使用禁忌证较多。

适合部
分短期

（≤96h）
留置人
工气道
患者和
转运时
使用。

使用禁
忌证较
多， 详
见热湿
交换器
的禁忌
证内容

①建议每48~96h
或遵循产品说明
书进行更换；
②出现破损或明
显污染时应随时
更换。

②吸水型HME

③复合型	HME

注：加热加湿器（heated	humidifiers，HH）；热湿交换器（heat	and	moisture	exchangers，H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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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	 其他湿化方式	 （1）气泡式氧气吸入湿化

法。该方法的湿化效果主要取决于气泡湿化器的

设计构造、水量和氧流量［16，18，51］：湿化器产生的水

泡越小，氧气与水接触的总面积越大，湿化效果越

好；湿化器容器中水面越高，氧气与水接触的总面

积也越大；当氧流量≤5L/min时，气体的绝对湿度在

10~20mg/L，相对湿度在30%~50%；当氧流量>5L/min	

时，由于气泡与湿化液接触时间缩短，湿化效率随之

下降［16，51-53］。气泡式氧气吸入湿化法无加热功能、

且湿化效能较低，故本《共识》不建议留置人工气道

的重症患者长期使用该湿化方式。（2）雾化吸入湿

化法。雾化吸入是指用专用雾化装置将药物或水分

散成液体或固体微粒即气溶胶形式，使其悬浮于气

体中，吸气时随气流进入呼吸道及肺内，使得药物直

接作用于气道黏膜［62］。根据雾化装置的特点及原理

不同，目前临床常用雾化器可分为射流雾化器、超声

雾化器和振动筛孔雾化器3种［62-63］。研究结果［33，80］

表明，雾化吸入法具有增湿作用，但其湿化效果不稳

定，可能会导致加湿过度或不足，它还可能产生大量

泡沫分泌物，导致咳嗽或呼吸短促，降低血氧饱和度

等；另外，雾化器喷出的气体由于减压和蒸发作用，

其温度明显降低	，起不到气道加温的作用。本《共

识》建议雾化吸入湿化法仅用于医疗设施缺乏的基

层医院或短时间内人工气道湿化，以及通过间歇式

雾化药物改变气道粘液的性质来改善气道清除率、

预防气道堵塞及肺不张等［15，68］。（3）气道滴注湿化

法。气道滴注湿化法包括间断气道滴注湿化法及持

续气道滴注湿化法。直接将湿化液滴入人工气道时

可能会引起以下不适及并发症［56-58］：①湿化液在气

道内分布不均、湿化不充分；②增加气道刺激，引起

咳嗽、支气管痉挛、呼吸困难、氧合降低、心动过速、

颅内压增高等并发症；③气管导管内壁细菌生物膜

下移至下气道，增加感染风险等。我国《临床护理实

践指南（2011版）》［57］及2022年美国呼吸治疗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Respiratory	Care，AARC）制

定的《人工气道吸痰临床实践指南》［58］均不建议常

规及吸痰前使用间断气道滴注法进行湿化。持续气

道滴注湿化法可保证湿化液能够稳定、充分、缓慢、

持续滴注到气道内，减少气道刺激，降低医护人员工

作量，存在的问题包括a湿化液滴注法固定不牢固、

容易掉出气管外，造成污染；b因湿化液往往沿气管

的一侧壁滴入，湿化液分布不均；c湿化的温湿度无

法掌握；d湿化不全、湿化液难以到达深部支气管及

肺组织，痰液易结痂，无法满足人工气道患者湿化需

求［15，59-61］。因其存在问题较多，本《共识》不推荐将

气道滴注湿化法作为重症患者人工气道常规湿化方

法。（4）湿纱布覆盖湿化法。该方法是将2~4层无菌

方纱用湿化液浸湿后直接覆盖在气管切开口，随干

随喷或持续在方纱上滴注湿化液。其优点是方便、

便宜、材料易得，但该方法存在问题［81，82］如下：①纱

布易干，湿化效果较差，需反复更换或直接在纱布上

滴注湿化液，增加肺部感染机会；②在患者咳嗽、翻

身时易脱落，需要频繁更换纱布，加大了护理工作

量；③减少通气面积，影响气流通过，且有掉入气管

切开套管内的风险。综上，本《共识》不推荐重症患

者将此方法作为人工气道湿化方法。

2.5 湿化液选择

常用的气道湿化液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6-17，21，

65，84］，①灭菌注射用水：可避免因加热导致的溶质析

出，是主动加热湿化的首选湿化液。②不同浓度的

氯化钠注射液：3% 氯化钠溶液、0.9% 氯化钠溶液、

0.45% 氯化钠溶液等，采用持续气道滴注湿化法或

湿纱布覆盖湿化法时选用 0.45% 氯化钠溶液，患

者舒适性更高、并发症更少。③碳酸氢钠注射液：

1.25％的碳酸氢钠溶液用于湿化时，使气道局部形

成碱性环境，碱性具有皂化功能，可使痰痂软化，痰

液变稀薄，以利于咳出，但其用量大时可导致组织水

肿、肌肉疼痛、抽搐、碱中毒而加重肺水肿，不推荐作

为人工气道常规湿化液。④雾化用药：根据患者痰

液粘稠度、病情等，遵医嘱选用相应的化痰或治疗药

物进行雾化湿化和治疗。

2.6 气道湿化效果评价方法

当人工气道湿化不足时，会抑制纤毛摆动、使纤

毛上皮和基底膜对气道黏液的转运能力下降，导致

气道分泌物粘稠和潴留，出现肺部感染、肺不张、气

道阻塞等严重并发症［24，69-72，84］。湿化过度则会降低

气道分泌物的粘稠度，稀释表面活性剂，导致肺部和

细支气管中性粒细胞浸润，引起分泌物过多、肺的顺

应性下降、肺不张和肺部感染等［23，73，84］。成人重症

患者人工气道湿化管理过程中，应动态评估湿化效



现代临床护理（Modern Clinical Nursing）2023.22  （1 1） 7

果，及时调整湿化方案。气道湿化效果评价方法主

要有 3 种，具体内容如下。

2.6.1 直接观察冷凝水法 当使用HH时，观察湿

化灌内壁冷凝水的量可间接判断气体是否达到较高

的相对湿度。通过观察	HH	型Y管与气管插管之间

或	HME	型回路管与气管插管之间的冷凝水情况来

判断，可分为6级［83］：干燥、潮湿、潮湿并有很少液

滴、潮湿有液滴、潮湿较多液滴、有水流，后3种情

况表示湿化尚可。如果呼吸管路中的气体与室温之

间存在温度差，管壁就会产生冷凝水［37］。有研究证

实［75］，在相对较低的室温（22~24℃）下，湿化灌内壁

的冷凝水与HH的湿化性能之间存在良好的相关性；

相反，在相对较高的室温（28~30℃）下，湿化灌内壁

的冷凝水与HH的湿化性能之间缺乏相关性。此评

价方法主观性较强，临床评价过程中易出现偏差，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

2.6.2 痰液粘稠情况分度法 根据吸痰过程中痰液

在吸痰管玻璃接头处的性状及在玻璃管内壁的附着

情况作为痰液粘稠情况主要判别标准［76］，将痰液粘

稠度分为3度：Ⅰ度（稀痰），痰如米汤或白色泡沫样，

吸痰后，玻璃接头内壁上无痰液滞留；Ⅱ度（中度粘

痰），痰的外观较Ⅰ度粘稠，吸痰后有少量痰液在玻

璃接头内壁滞留，但易被水冲洗干净；Ⅲ度（重度粘

痰），痰的外观明显粘稠，常呈黄色，吸痰管常因负压

过大而塌陷，玻璃接头内壁上滞有大量痰液，且不易

用水冲净。其中Ⅱ度痰液是湿化较理想的状态。此

评价方法虽然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但相对较易掌

握，目前临床应用较普遍。

2.6.3 气道湿化效果分级法 气道湿化效果分为湿

化满意、湿化过度及湿化不足［16，77］，①湿化满意：患

者痰液稀薄，可顺利吸引或咳出，导管内无痰栓，呼

吸通畅，患者安静。②湿化过度：患者痰液过度稀

薄，需要不断吸引，听诊气道内痰鸣音多，患者频繁

呛咳、烦躁不安、人机对抗，可出现缺氧性发绀、血

氧饱和度下降及心率、血压等改变。③湿化不足：

患者痰液粘稠，不易吸引或咳出，听诊气道内有干啰

音，导管内可形成痰痂，可出现突然性的呼气性呼吸

困难、烦躁、发绀及血氧饱和度下降等。该方法结

合患者的痰液情况及临床症状、体征等共同评价，本

《共识》推荐将其作为重症患者人工气道湿化效果评

价方法。

3 小结

本《共识》的制定，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对成人

重症患者人工气道湿化护理的认知水平，规范人工

气道湿化护理实践标准，降低成人重症患者因人工

气道湿化不当引起的呼吸道并发症，保障及促进患

者安全。但是目前国内仍缺乏人工气道护理的高质

量研究，希望护理人员能更加深入对人工气道湿化

管理进行研究，促进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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