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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介绍·

巧用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自制小儿吸氧面罩

陈艳苓 谢彩霞 周贵元

【关键词】 输液瓶； 吸氧面罩

临床护理工作中常常会遇到新生儿

或小儿吸氧等操作， 保持气道通畅和气

体交换良好， 这种过程通常称为气道管

理

［

1

］

。 目前临床对婴幼儿吸氧仍常使用

鼻导管法， 鼻导管会对鼻腔黏膜产生机

械性刺激，导致患儿哭闹，从而影响供氧

和抢救效果

［

2

］

。 为克服上述缺点，本院使

用塑料输液瓶自制了一次性吸氧面罩，

经过 80 例婴幼儿使用，效果较好，现介

绍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一次性塑料输液瓶 1 个；一

次性注射器针头帽 1 根；剪刀 1 把；胶带

1 卷。

1.2 方法： 将一次性塑料输液瓶清洗消

毒，先剪去整个瓶底，然后沿着一侧的输

液瓶壁剪出一个深 U 型的缺口， 缺口底

端距离瓶塞留 2�cm 的距离即可。 将一次

性注射器针头帽的闭合端用剪刀斜剪约

1�cm，直接接入已剪好的输液瓶的瓶口，

另一开口端接入氧气皮管， 用胶布固定

使之不漏气。 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自制小

儿吸氧面罩如图 1 所示。

图 1 用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自制的

小儿吸氧面罩

2 讨 论

在心肺复苏（CPR）指南中，对于呼

吸支持的方法和原则有很好的方案

［

3

］

，

小儿肺部疾病时在急性加重期常常伴有

痰液的阻塞， 解除阻塞的最有效措施是

人工气道和呼吸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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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把呼吸的

支持治疗做到更好， 我们在临床实践中

使用了一种简易氧罩。 氧气管与吸氧管

传统是通过玻璃接头衔接， 而玻璃接头

极易与床架、氧气瓶等相撞而破碎，使用

时造成危险， 有时需频繁更换玻璃接头

而造成浪费。 现用一次性注射器的针头

帽替代玻璃接头， 使氧气管直接连接氧

气面罩，可不需使用一次性氧气管，效果

比较好，同时也减轻了患者经济负担，降

低了医疗成本。 一次性塑料输液瓶的

全透明外壳可保证医护人员随时全方位

地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 根据患儿年龄

的大小， 可以酌情选择 250�ml和 100�ml

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制作使用。

用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自制的小儿吸

氧面罩优点有：①塑料包装输液瓶轻便，

不易破碎，体积小，符合无菌治疗原则。

②多个吸氧面罩可重叠放置， 节约储存

空间。③塑料比较柔软，不易损伤小儿娇

嫩的皮肤。 ④制作简单，使用方便，成本

低廉。⑤可一次性使用，用完后连同污染

物一起丢入垃圾袋集中焚烧处理， 无需

再清洗消毒， 从而减少护理量和呼吸道

疾病的传播。

参考文献

［1］ 朱鹤，王金城.第三代喉罩的临床应用

现状.�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8，20：

505-507.

［2］ 乔三福.�简易呼吸器麻醉面罩的改进.�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9，21：623.

［3］ 何忠杰，彭国球，张宪，等.�急诊呼吸支

持抢救流程指南———呼吸阶梯化管理.�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5，17：491-�

495.

［4］ 朱运奎，徐越斌，李继东，等.�不同呼吸

支持方式在危重症患者抢救中的价值

比较.�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9，21：

590-592.

（收稿日期：2012-04-01）

（本文编辑：李银平）

DOI：10.3760/cma.�j.�issn.1003-0603.�2012.�

07.018

��������作者单位：430000��武汉，湖北省中医院门

诊注射室

通信作者： 陈艳苓， Email： chengyanglin@�

126.com

�����

�����!

3!dn
2!dn

4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