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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肠管置管对喂养不耐受综合征患者

管饲中药汤剂成功率的影响

陈伟焘#江其龙#张先进

##重症患者的营养状态直接影响危重病综合治疗的

效果和疾病的转归&

#

!

!

'

!因此重症患者营养支持
B

营养

治疗是治疗的重要环节( 然而入住重症医学科$

=C

"

D-CE=F- .<1- GC=D

!

(&H

%的患者常见喂养不耐受的情

况!为临床医师在达到肠内营养$

-CD-1<4 CGD1=D=3C

!

;6

%的目标喂养量和管饲中药汤剂进行个体化治疗之

间设置了难题!通常在两者之间难以取得平衡( 喂养

不耐受的相关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疾病相关的因素

$包括高血糖)高危疾病如烧伤和颅脑损伤)低灌流状

态%)药物和治疗方式对患者胃肠道功能的影响$包括

镇静镇痛药物和儿茶酚胺等%)肠内营养实施环节$如

置管方式)营养配方等%

&

%

'

(

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实行鼻肠管置管干预肠内营

养的实施环节!能够在更好地开展肠内营养的同时!更

安全有效地进行中药汤剂的管饲!且可操作性强&

8

'

(

本研究观察鼻肠管置管后管饲中药汤剂成功率及开始

管饲时间!为中医中药干预喂养不耐受综合征$

I--J

"

=CK =CD34-1<C.-

!

L(

%治疗寻求新的临床方法!现报道

如下(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

L(

诊断参照参考文献&

7

'#$

#

%指

任何临床原因$呕吐)腹泻)大量胃潴留等%引起的肠

内营养不能耐受的情况*$

!

%经过
>! M

的肠内营养尝

试!每天
!" N&<4BNK

的能量供给目标不能由肠内营养

途径实现*$

%

%因任何临床原因需停止肠内营养*$

8

%

幽门后喂养的患者对于
L(

的定义与经胃管喂养者相

同*$

7

%如果患者因为腹腔间隙综合症或者更换开腹

的贴膜等需外科干预的情况!除非术后可以立即进行

肠内营养!否则需考虑
L(

*$

$

%如果因临床操作等原

因!短时间暂停肠内营养!不认为发生
L(

&

%

'

(

##

!

#纳入标准#$

#

%符合
L(

诊断标准*$

!

%年

龄
O#:

岁*$

%

%入住
(&H

时间
O!8 M

*$

8

%急性生理

和慢性健康评估 $

<.GD- PMQE=343KQ <CJ .M13C=.

M-<4DM -F<4G<D=3C

!

RSR&T;

%

!

评分
!:

分且
"

%"

分*$

7

%

U

线确定鼻肠管
B

鼻胃管已到达预定位置*

$

$

%需要进行肠内营养治疗*$

>

%需要进行管饲中药

汤剂治疗(

%

#排除标准#$

#

%严重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者*

$

!

%近期行食管及胃等上消化道手术者*$

%

%具有肠内

营养禁忌症$活动性消化道大出血)严重食道胃底静

脉曲张)肠梗阻)腹腔间隙综合征)炎性肠病急性发作

等%者*$

8

%

U

线发现鼻肠管
B

鼻胃管未到达预定位置

者*$

7

%已行经皮胃造瘘或空肠造瘘者*$

$

%妊娠期女

性*$

>

%禁忌使用甲氧氯普胺者(

8

#一般资料#

>:

例均为
!""9

年
:

月+

!"#%

年
%

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住

院的重症患者!按所留置管路分为试验组$

%>

例%! 对

照组$

8#

例%( 两组研究患者年龄)性别)

RSR&T;

!

评分)序贯器官衰竭估计$

E-@G-CD=<4 31K<C I<=4G1-

<EE-EE/-CD

!

VALR

%评分$第
#

天%比较$表
#

%!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S O"

!

"7

%(

表
#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W

$

E

%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B

女%

年龄

$岁%

RSR&T;!

评分$分%

VALR

评分$分%

试验
%> !8B#% 77

%

>#

$

#7

%

87 #>

%

"%

$

7

%

97 #!

%

>#

$

8

%

7!

对照
8# !%B#: 78

%

$8

$

#$

%

9" #>

%

:$

$

$

%

#% #!

%

"7

$

8

%

!%

7

#干预方法#试验组给予留置鼻空肠管!对照组

留置鼻胃管!在
U

线下确认置管成功$到达预定位置%

后
>

天内!均尝试在进行肠内营养的基础上予考虑进行

管饲中药( 肠内营养量目标为每日
!" N&<4BNK

( 管饲

中药汤剂方法#中药房按两组病例的医嘱要求把每剂汤

剂浓煎为
7" /X

!护理常规要求以纱块隔渣后管饲( 观

察周期为
>

日(

$

#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

!

#

#中药汤剂的成功率#按照参考文献

&

7

!

$

'($

#

%未因管饲前大量胃
B

肠残留量$

O!7"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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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停止执行中药汤剂的管饲*$

!

%未因管饲后
8 M

从

鼻胃管
B

鼻肠管回抽残留量
O!7" /X

或
O

前
8 M

肠内

营养量
Y

管饲中药汤剂量之和的
!

倍*$

%

%或未因医

师判断即使留置营养管路后病情仍不适宜进行肠内营

养和管饲中药汤剂$如急性腹腔间隙综合征需要手术

干预等%*$

8

%否则标记为,无法执行-( 中药汤剂的成

功率$

Z

%

[

$该组病例数 &无法执行例数%

B

该组病

例数'

#""Z

$

!

!

#开始管饲中药汤剂的时间#从
U

线下确认

置管成功$到达预定位置%后!到管床护士开始执行管

饲中药汤剂的时间!以小时$

M

%记录(

$

!

%

#开始肠内营养的时间和达到目标喂养量的

时间#从
U

线下确认置管成功$到达预定位置%后!到

管床护士开始执行肠内营养的时间!以小时$

M

%记录*

达到目标喂养量的时间#从
U

线下确认置管成功$到

达预定位置%后!到医嘱达到目标喂养量的时间!以天

$

J

%记录(

$

!

8

#不良事件#管路意外脱落#分别记录两组

中出现管路意外脱落的例数!并予重新置管)记录因此

而影响肠内营养的时间!以小时$

M

%记录*营养管堵管

率#分别记录两组中出现管路堵塞的病例及次数!以例

次
B# """

留置管日记录(

>

#统计学方法#数据统计采用
VSVV !"

!

"

统

计软件分析( 计量资料以
W

$

E

表示!计数资料以例

数)百分率$

Z

%表示( 计量数据组间比较采用
D

检验!

假设检验采用双尾)双样本方差齐性检验*计数资料组

间比较采用
"

! 检验*非参数变量的组间比较采用秩

和检验(

S \"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两组管饲中药汤剂成功率比较$表
!

%#两组

比较!试验组管饲中药汤剂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7!

!

S \"

!

"#

%(

表
!

$两组管饲中药汤剂成功率比较$&例 $

Z

%'

组别 例数 成功 无法执行

试验
%>

%7

$

98

%

79

%

#

!

$

7

%

8#

%

对照
8# !9

$

>"

%

>%

%

#!

$

!9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S \"

%

"#

!

#两组开始管饲中药汤剂时间比较$表
%

%#试

验组开始管饲中药汤剂时间以
! ] 8: M

居多!共
%8

例$

9#

!

:9Z

%!其中以
! ]#! M

$

%7

!

#8Z

%)

#% ]!8 M

$

%7

!

#8Z

%为主( 对照组开始管饲中药汤剂时间以

#% ]!8 M

$

#9

!

7#Z

%)

!7 ] 8: M

$

%9

!

"!Z

%和,无法

执行-$

!9

!

!>Z

%居多( 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开始管

饲中药汤剂时间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 \

"

!

"7

%(

表
%

$两组开始管饲中药汤剂时间比较$

M

!

W

$

E

%

组别 例数 开始管饲中药汤剂时间

试验
%>

#>

%

7"

$

##

%

"7

#

对照
8# %#

%

!%

$

#>

%

:7

##注#与对照组比较!

#

S \"

!

"#

%

#两组开始肠内营养和达到目标喂养量的时间

比较$表
8

%#试验组开始肠内营养的时间以
! ]#! M

居多!

!$

例$

>"

!

!>Z

%!对照组为
#7

例$

%$

!

79Z

%(

对照组开始肠内营养的时间以
!

(

8: M

为主!

%%

例

$

:"

!

89Z

%( 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开始
;6

的时间

明显提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 \"

!

"#

%(

试验组达到肠内营养目标喂养量的时间以

#

(

!

天居多!

!>

例$

>!

!

9>Z

%*对照组达到肠内营养

目标喂养量的时间以
!

(

8

天和,未达到-居多( 与对

照组比较!试验组达到
;6

目标喂养量的时间明显提

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 \"

!

"#

%(

表
8

$两组开始
;6

的时间)达到目标

喂养量时间比较#$

W

$

E

%

组别 例数 开始
;6

时间$

M

% 达到目标
;6

量时间$

J

%

试验
%>

:

%

%:

$

9

%

8$

#

#

%

77

$

"

%

$"

#

对照
8# #9

%

:7

$

#>

%

#7 %

%

!8

$

"

%

9>

##注#与对照组比较!

#

S \"

!

"#

8

#不良事件#管路意外脱落#试验组中出现
#

例

鼻肠管管路意外脱落!予重新置管!影响肠内营养

#$ M

* 对照组中出现
%

例!鼻胃管管路意外脱落!予重

新置管!共影响肠内营养
!

!

>7 M

( 营养管堵管率#试

验组中出现
8

例研究对象共
$

次鼻肠管堵塞!合计

!%

!

#>B# """

留置管日*对照组中未出现鼻胃管堵塞

的情况(

讨##论

;6

作为危重病患者营养治疗的作用日益突显!

而同时!基于循征医学理论的个体化治疗决策又对

中医药干预治疗提出了新要求!已制成固定剂型的

中成药往往无法满足所有
(&H

的临床需求!此时!

;6

的目标喂养量与辨证论治下的管饲中药汤剂存

在,竞争-胃肠道空间的关系!这种矛盾在喂养不耐

受综合征患者中尤其突出( 本研究按照回顾)对照

的原则观察
>:

例喂养不耐受综合征的病例!研究发

现!管饲中药汤剂的成功率)开始管饲中药汤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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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开始
;6

的时间)

;6

达到目标喂养量的时间!试

验组均优于对照组( 更为重要的是!试验组管饲中

药汤剂的优势!是在满足
;6

目标喂养量的同时做到

的!较好地解决了危重患者
;6

与管饲中药汤剂之间

的临床问题!实现更高的管饲中药汤剂成功率!为临

床上提供安全)有效)可操作性强且满足实际需求的

医疗护理常规与操作指引!值得推广(

临床实施过程中的不良事件提示需要在鼻肠管

的营养管型号
B

营养管管径)改进鼻肠管护理常规)肠

内营养剂型)管饲药物$包括中药汤剂和西药%)堵塞

后补救措施等多方面进行更多的摸索!弥补这方面

对临床工作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所有试验组病例

均未有因出现严重不良事件!说明鼻肠管作为肠内

营养途径是安全)有效)可操作性强且满足临床实际

需求的(

本研究是回顾性研究!且观察时间相对较短!样本

数量尚不够大!难以对喂养不耐受综合征患者的整体

病情演变)鼻肠管置管后的疗效与不良事件)管饲中药

汤剂的治疗机制等有更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希望在

下一阶段的研究中!扩大样本量及延长观察时间!进行

前瞻性)随机)双盲)多中心的试验!以期获得更为客观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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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荣获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项目

按照!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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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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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项目申报&资格审查及专

家评审&分别评选出精品科技期刊
)AS7"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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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学术质量提升项目
#!"

项&数字出版建设项目

##

项&集群"联盟$建设项目
##

项&出版人才培育项目
!

项&精品科普期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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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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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进入
)AS7"

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