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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急诊抢救室床旁加强可视喉镜培训在困难气道插管教学中的作用。 方法 将 ８４ 名急诊抢救室轮

转医师随机分为模拟培训组和床旁加强培训组，每组 ４２ 人。 培训前后完成调查问卷，独立完成模拟可视喉镜气管

插管和患者可视喉镜气管插管，收集培训满意度、插管意愿、插管成功率预期、插管尝试次数、插管成功率、插管总

时间、困难气道评价、插管后评价（导管位置合格率、气囊压力合格率、不良反应发生率等）数据。 结果 模拟培训组

与床旁加强培训组学员年龄、学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床旁加强培训的学员培训满意度为（９８ ０±１ １）分，优于模

拟培训组的（９４ ７±２ ７）分 （Ｐ＜０ ０１）；床旁加强组培训后尝试困难插管意愿为（８ ６±０ ７）分，高于模拟培训组

（６ ６±１ ３）分（Ｐ＜ ０ ０１）；床旁加强培训组预期插管成功率 ８２ ０％ ± ５ ６％，高于模拟培训组 ６０ ３％ ± １１ ３ ％
（Ｐ＜０ ０１）。 在插管过程评价方面，床旁加强培训组与模拟培训组比较，插管尝试次数更少［１ ０±０ ４ ｖｓ ２ ０±０ ７］、
插管成功率更高［３９（９２ ９）ｖｓ２８（６６ ７）］、插管总时间更短［３８ ８±３ ３ ｖｓ ５０ ５±５ ６］（均 Ｐ＜０ ０１）。 在插管后评价方

面，床旁加强培训组与模拟培训组比较，气囊压力合格率更高［４１（９７ ６％） ｖｓ ３５（８３ ３％）］、导管位置合格率更高

［４１（９７ ６％）ｖｓ ３５（８３ ３％）］、插管不良反应：呛咳［１（２ ４％）ｖｓ ８（１９ １％）］、咽喉损伤［０（０ ０％） ｖｓ ６（１４ ３％）］ 更

少（均 Ｐ＜０ ０５）。 结论 床旁加强可视化气管插管培训可提高急诊医师困难气道的处理信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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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诊抢救室是急危重症抢救的第一站，高效率、
高质量地建立人工气道是危重患者气道保护、呼吸支

持的关键。 急诊困难气道发生率高，存在不可预测性

强、面罩通气困难等特点，普通喉镜直视下暴露声门

困难，增加了插管难度及并发症的发生率；此外，自
２０１９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以来，医师插管操作时需要穿防护装

备，增加了插管难度，而为充分暴露声门引起患者的

呛咳反射，增加了飞沫及气溶胶传播疫情的风险［１］。
相比之下，可视喉镜可更清晰、直观、快速地显示咽喉

部结构，操作快、创伤小，同时可降低疫情暴露的风

险，大大提高插管效率和质量［２］，在急诊困难气道的

处理中显现出较大的优势。 但前期调查显示，急诊医

师对可视喉镜使用的普及率不高，操作要点掌握不

足，因此针对急诊抢救室轮转医师的可视喉镜插管培

训尤为重要。 本研究希望通过高年资医师的床旁加

强带教培训，探究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式下可视喉镜气

管插管对急诊困难气道管理中的作用。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共选取 ８４ 名北京协和医院急诊抢救室轮转医

师为研究对象。 人员类别为临床博士后、研究生、
基地住院医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轮转

的 ４２ 人，为模拟培训组，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轮转的 ４２ 人，为床旁加强培训组。 纳入标准：
此前无困难气道插管经验；排除标准：因故未能完

成培训的。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培训导师选择：从事急诊工作 １５ 年以上，具
有丰富的抢救及危重患者管理经验，获得急诊核心

课程培训导师资格，培训期间担任抢救室区域主管。
１ ２ ２　 困难气道患者选择：纳入标准：参照急诊气

道管理共识（简易呼吸器面罩通气分级 ３ 级及以上

或喉镜显露分级Ⅲ级及以上者）；排除标准：有口咽

喉部肿瘤或近期损伤病史，有牙齿松动病史，属于崩

溃气道［３］。
１ ２ ３　 培训用具：采用优忆医疗公司 ＴＤＣ⁃Ｃ２ 型号

可视喉镜，挪度中国有限公司 （ ＬＡＥＲＤ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ＳｉｍＭａｎ ＡＬＳ 型号高仿真模拟人，普通直接

喉镜，各型号气管导管及其他气管插管准备材料等。
１ ２ ４　 模拟培训组方法：总培训 ２ ｈ，首先由导师分

步骤讲解可视喉镜对模拟人气管插管操作要领，包
括人员准备、器材准备、困难气道评估、插管过程及

插管后管理，用时 ６０ ｍｉｎ；随后由学员用可视喉镜独

立完成两次模拟人困难气道气管插管操作，（模拟

人困难气道场景为面罩通气困难、直接喉镜可见部

分会厌，无法暴露声门），用时 ６０ ｍｉｎ。 完成培训前

后进行调查问卷，独立完成真实患者可视喉镜辅助

下困难气道气管插管 １ 例，并收集操作考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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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５　 床旁强化培训组方法：总培训 ２ ｈ，学员首先

接受与模拟培训组相同时长的分步骤讲解，用时

６０ ｍｉｎ，随后用可视喉镜独立完成 １ 次模拟人困难气

道气管插管（模拟困难气道场景同前），用时３０ ｍｉｎ，
随后选取急诊抢救室困难气道患者，由导师带教完成

可视喉镜操作讲解 １ 例，用时 ３０ ｍｉｎ。 完成培训前后

进行调查问卷，独立完成真实患者可视喉镜辅助下困

难气道气管插管 １ 例，并收集操作考核数据。
１ ２ ６　 评价指标：问卷调查：培训满意度 （满分

１００ 分）、尝试困难气道插管意愿（意愿非常强烈

为 １０ 分，十分抵触尝试为 ０ 分，满分 １０ 分）、插管

成功率预期（％）。
培训效果：插管过程评价：插管尝试次数、插管

成功率、插管总时间、困难气道评价；插管后评价：导
管位置合格率、气囊压力合格率、不良反应发生率

（呛咳、咽喉损伤、牙齿松动等）。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所有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软件进行计

算。 连续变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 分类变量用百分率（％）
表示，采用 χ２ 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

２　 结果

２ １　 两组学员基本资料

共纳入 ８４ 名学员：床旁强化培训组 ４２ 人，年龄

（２７ ８±２ １）岁，学历分别为：博士 １２ 人，硕士 １８
人，本科 １２ 人；模拟培训组 ４２ 人，年龄（２７ ２±１ ９）

岁，学历分别为博士 １０ 人，硕士 １９ 人，本科 １３ 人。
两组学员年龄、学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 ２　 问卷调查

通过培训后调查问卷反馈，与接受模拟培训组

相比，接受床旁加强培训的学员培训满意度更高、培
训后尝试困难插管意愿更强烈、预期插管成功率更

高（Ｐ＜０ ０１）（表 １）。

表 １　 两组学员培训后问卷调查

Ｔａｂｌｅ １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ｘ±ｓ， ｎ＝４２）

组别
培训满意度

（分）
插管意愿

（分）
插管成功率

预期 ／ ％

模拟培训组 　 ９４ ７±２ ７ 　 ６ ６±１ ３ 　 ６０ ３±１１ ３

床旁加强组 　 ９８ ０±１ １∗ 　 ８ ６±０ ７∗ 　 ８２ ０±５ ６∗

∗Ｐ＜０ ０１，与模拟培训组比较．

２ ３　 两组学员插管操作评价

经过喉镜显露分级和面罩通气分级比较，学员

实际操作病例均为困难气道，两组无统计学差异。
在插管过程评价方面，与模拟培训组相比，床旁加强

培训组插管尝试次数更少、插管成功率更高、插管总

时间更短（Ｐ＜０ ０１）。 在插管后评价方面，床旁加强

培训组与模拟培训组比较，气囊压力合格率更高、导
管位置合格率更高（Ｐ＜０ ０５），插管不良反应：呛咳、
咽喉损伤发生率更低（Ｐ＜０ ０５）（表 ２）。

３　 讨论

国内外气道管理共识均指出： 在有经验的急诊

表 ２　 两组学员插管操作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ｎ（％）， ｘ±ｓ］
评价时机 评价内容　 　 　 分级 模拟培训组（ｎ＝ ４２） 床旁加强组（ｎ＝ ４２）

插管前评价 喉镜显露分级（％） ３ ３３（７８ ６） ３５（８３ ３）
４ ９（２１ ４） ７（１６ ７）

面罩通气分级（％） ３ ３７（８８ １） ３６（８５ ７）
４ ５（１１ ９） ６（１４ ３）

插管中评价 插管尝试次数（次） ２ ０±０ ７ １ ０±０ ４∗∗

插管成功率（％） ２８（６６ ７） ３９（９２ ９）∗∗

插管总时间（Ｓ） ５０ ５±５ ６ ３８ ８±３ ３∗∗

插管后评价 气囊压力合格率（％） ３５（８３ ３） ４１（９７ ６）∗

导管位置合格率（％） ３３（７８ ６） ４２（１００ ０）∗∗

不良反应发生率（％） 呛咳 ８（１９ １） １（２ ４）∗

咽喉损伤 ６（１４ ３） ０（０ ０）∗

牙齿松动 ２（４ ８） ０（０ ０）
∗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与模拟培训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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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插管过程中遇到面罩通气、声门显露不佳或气管

插管困难时，可视为困难气道［４］。 困难气道的发生率

在 １ ９％ ～ １０ ０％之间［５］，有文献研究了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有关困难气道中发生的医疗事故，１０２ 例患者

中 ３７％发生在急诊，患者死亡率高达 ７３％［６］。 可见，
困难气道的插管成功率是提高诊疗质量的关键因素。

一项真实世界研究指出传统的普通喉镜插管技

术很难适用于所有困难气道的建立［７］。 急诊医师

必须具备处理急诊困难气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能

力，可视喉镜、喉罩、纤支镜引导插管、探条等被视为

困难气道插管的必备器械［８］。 有研究表明，可视喉

镜可通过优化声门暴露视野，提高首次插管成功率，
降低插管并发症发生，但需要有经验的医师操

作［９］。 一项西班牙多中心研究表明，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

情期间，可视喉镜是最受欢迎的插管工具，可以缩短

插管时间、改善声门显露、减少插管用力，降低插管

并发症发生［１０］，与本研究结论一致，充分体现了使

用可视喉镜的优势。
低氧所致的心脏骤停是急诊困难气道的严重并

发症，多次尝试可增加其发生率，气道管理培训可使

一次插管成功率明显提升 ７３ １％ ～ ９２ ４％［１１］。 近

几年来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急

诊气道管理培训快速地提高了急诊医师在不同抢救

场景下的气道管理能力，
然而，２０２０ 年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来袭，线下培训严

重受限，为全面提升急诊医师困难气道管理能力，降
低疫情传播风险，床旁加强气道管理培训克服了新

形势下急诊困难气道的培训难点。 床旁加强带教由

更有经验的高年资医师全程强化操作要点及难点，
是提高学员能力的关键。 随着时间推移，模拟培训

操作要点可能会随着学员记忆衰减周期减弱［１２］，而
床旁加强带教更有助于学员重拾要点、增强自信，优
势明显。

本研究的不足首先是学员样本量较少，分布区

域局限；其次困难气道场景相对局限，不能很好地反

映出学员在不同场景的培训效果。
综上所述，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当下，床旁加

强模拟培训可以从实践出发，循序渐进地强化急诊

医师应对困难气道的处理信心和能力，为新形势下

的急诊困难气道管理培训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参考文献：

［１］ Ｃｈｏｉ Ｊ， Ｌｅｅ Ｙ， Ｋａｎｇ ＧＨ， ｅｔ 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ａｎｎｅｌ⁃ｔｙｐｅ ｖｉｄｅ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ｓ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ＡＩ⁃ｂａｓｅｄ ｇｌｏｔｔｉｓ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ｎｏｖｉｃｅｓ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
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Ｊ］．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２０２２，１０１：ｅ２８８９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Ｍ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８９０．

［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Ｅ， Ｉｓｉｄｏｒａ ＳＬ， Ｔｏｍ ＡＣ， ｅｔ ａｌ． Ｆｉｒｓｔ⁃Ｐａｓ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ｖｉｄｅｏ ｌａｒｙｎｇｏｓｃｏｐ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ｌａｒｙｎｘｇｏｓｃｏｐｙ：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ｍｂｕｌａｎｃｅ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ｓｔｕｄｙ［Ｊ］． Ａｉｒ Ｍｅｄ Ｊ， ２０１９， ３８： ３５６⁃５８

［３］ 徐军，孙峰，王亚，等．急诊气道管理共识［Ｊ］．中国急救

医学，２０１６，３６：４８１⁃４８５．
［４］ Ｋｏｌｌｍｅｉｅｒ ＢＲ， Ｂｏｙｅｔｔｅ ＬＣ， Ｂｅｅｃｈａｍ ＧＢ，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ｉｒｗａｙ［Ｍ］．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Ｐｅａｒｌ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２２：
１０⁃４５．

［５］ Ａｈｍａｄ Ｉ， Ｅｌ⁃Ｂｏｇｈｄａｄｌｙ Ｋ， Ｂｈａｇｒａｔｈ Ｒ，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ｉｒｗａ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ｗａｋｅ 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ＡＴＩ）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Ｊ］．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２０２０，７５：５０９⁃５２８．

［６］ Ｊｏｆｆｅ ＡＭ， Ａｚｉｚ ＭＦ， Ｐｏｓｎｅｒ ＫＬ，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ｌｏｓｅｄ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１３１：８１８⁃８２９．

［７］ Ｎøｒｓｋｏｖ ＡＫ， Ｒｏｓｅｎｓｔｏｃｋ ＣＶ， Ｗｅｔｔｅｒｓｌｅｖ Ｊ，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ｇ⁃
ｎｏｓｔｉｃ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ｉｒｗａ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１８８０６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Ａｎａｅｓ⁃
ｔｈｅｓｉ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Ｊ］．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２０１５，７０：２７２⁃２８１．

［８］ 权翔，易杰，龚亚红．插管型喉罩 ａｉｒ⁃Ｑ 与 ｉ⁃ｇｅｌ 引导气管

插管临床效果的比较［ Ｊ］．基础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５，３５：
６６５⁃６６７．

［９］ Ｃｈｏｕｄｈａｒｙ Ｊ， Ｂａｒａｉ ＡＫ， Ｄａｓ Ｓ，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ｅｄ Ｋｉｎｇ Ｖｉｓｉｏｎ ｖｉｄｅｏ ｌａｒｙｎｇｏｓｃｏｐｅ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ｇｌｏｔｔｉｃ ｖｉｓｕ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ｇｌｏｔ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 ｌａｒｙｎｇｏｓｃｏｐｅ： ａ ｐｒｏ⁃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Ｊ ］ ． 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Ａｎａｅｓｔｈ，
２０２１，６５：８７４⁃８７９．

［１０］ Ｇｒａｎｅｌｌ ＧＭ， Ｓａｎｃｈíｓ ＬＮ， Ａｌｄｅｃｏａ ＳＣ， ｅｔ ａｌ． Ａｉｒｗａ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
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１１２５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ｉｎ Ｓｐａｉｎ ［ Ｊ ］． Ｒｅｖ Ｅｓｐ
Ａｎｅｓｔｅｓｉｏｌ Ｒｅａｎｉｍ （Ｅｎｇｌ Ｅｄ）， ２０２２，６９：１２⁃２４．

［１１］ Ｓａｋｌｅｓ ＪＣ，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ｏｖｉｃｈ ＣＣ， Ｐａｔａｎｗａｌａ ＡＥ， ｅｔ ａｌ．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ｎ ａｉｒｗａ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
ｏｕ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Ｊ］． Ｗｅｓｔ Ｊ Ｅｍｅｒｇ Ｍｅｄ，
２０１９，２０：６１０⁃６１８．

［１２］ 姜柏林，赵莹，鞠辉，等． 高仿真模拟训练在纤维支气管

镜插管教学中的应用及学习曲线研究［ Ｊ］． 中华医学

教育杂志，２０１６，３６：９３⁃９７．

３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