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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症监护室(intensivecareunit,ICU)因密集配

置的生命支持设备和电子报警系统(如监护仪、呼吸

机及通讯装置等),其噪声污染水平显著超过世界卫

生组织建议限值[１].研究[２]显示,ICU 昼夜噪声水

平波动范围为５５~６５dB,较普通病房高３２．７０％,且
高频瞬时噪声发生频率是后者的３．８倍.因此,ICU
患者往往比普通病房患者更容易受到高噪声环境的

影响.研究[３Ｇ５]表明,持续暴露在高噪声环境中会给

患者的生理状态和心理健康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不仅延缓患者康复进程,还可能诱发焦虑、抑郁等精

神健康问题,同时也会降低医护人员的临床工作效

率.因此,在ICU 中,减少噪声已经变成了亟待解

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既往研究[６Ｇ７]对于降噪技术在

ICU噪声中的应用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但目前对于

这些降噪方法的有效性尚不统一.因此,本文将对

降噪技术应用现状进行综述,以期提高医护人员对

ICU噪声的认识与警惕,为ICU 噪声管理策略的进

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１　ICU噪声现状

噪声是指能引起人们生理和心理不适的一切声

音,强度通常用分贝(dB)来表示[７Ｇ８].世界卫生组织

推荐病房白天噪声不应超过３５dB,夜间不超过３０
dB,我 国 «民 用 建 筑 隔 声 设 计 规 范»(GBJ５０１１８Ｇ
２０１０)[７]规定ICU白天噪声水平不能超过４５dB,夜
间不能超过４０dB.研究[９Ｇ１１]发现,ICU 病房中白天

噪声平均为６０dB,夜晚噪声平均为５０dB.一项针

对西班牙北部３个ICU噪声水平的研究[１１]中,较为

准确且全面地提供了一天中３个时间段ICU 噪声

集中的范围:白天噪声波动范围在５７~６８dB,傍晚

为５６~６５dB,夜晚为５２~６２dB.由此可见,ICU
中任意时间段的噪声水平均超过了权威机构给出的

建议范围,降低噪声水平已经变成了ICU 中亟待解

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１．１　ICU 噪声的来源　ICU 的噪声来源主要由内

部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构成[１２Ｇ１４],其中内部环境噪

声源占主要(８２．００％~８９．００％)[１２],具体包含:(１)
医疗仪器,在ICU 住院期间,需要利用多种仪器对

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监测,尤其在夜间,ICU 患者的

血流动力学易出现不稳定的情况,需要格外注意夜

间患者病情变化[１３].因此,在每位患者的床旁都配

备有多种医疗仪器如呼吸机、心电监护仪、输液泵、
血滤机等.据调查[１４],平均每位患者每天会接受到

１７７次警报声音.(２)医护人员,在ICU 病房中,护
士在执行各项护理操作时均可能会产生一定噪声,
部分需要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确保患者理解并配

合治疗;另一些则需要与同事密切协作,以确保信息

的准确传达.由于ICU 患者病情通常较为危重,而
病房空间相对有限,医护人员在必要时会适当调整

说话音量,以确保沟通的清晰性.对于新转入ICU
的患者,护士需迅速建立静脉通路并精准管理循环

容量,同步调整呼吸机参数,实施阶梯式镇痛镇静策

略.此外,对于术后患者,还需加强对手术区域的动

态监护,及时预警可能出现的并发症[１４].这些操作

通常需要１０~３０min,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噪声.(３)
患者及家属,处于清醒或谵妄状态的患者,常因情绪

激动而发出呻吟声或敲击床铺等声响[１３].处于探

视时间的ICU 病房,患者家属的来访,会使ICU 病

房的噪声持续上升.外部环境中,交通和施工等外

界因素是ICU 噪声的主要来源[２].内外因素共同

作用,使得ICU噪声长期维持较高的水平.

１．２　ICU 噪声的危害　从患者的角度进行分析,在

ICU住院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高水平噪声环境中不

仅会对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血压等生理功能产生

不良影响,还可能引发患者出现恐慌、谵妄等心理表

现[１３Ｇ１５].在对生理功能的损害中,噪声对睡眠的干

扰被认为是最有害的,其主要表现为睡眠结构的改

变,具体为第二阶段睡眠增加,而第三阶段睡眠减

少[１６].此外,有研究[１７]表明,在ICU 噪声环境中,
患者的疼痛阈值明显降低,近一半的患者在一天中

的大部分时间内感到疼痛.因此,有学者[１８]指出,

ICU噪声导致的睡眠障碍、疼痛、焦虑和抑郁等生理

６９ 军事护理　２０２５年５月,４２(５)



和心理问题,可作为早期心理障碍或ICU 后综合征

发生的危险因素.一项关于ICU 噪声对病房护士

工作干扰的调查[１９]发现,４２．０５％的护士认为在ICU
噪声环境下工作,不仅会对长期处于患者床旁的护

理人员造成听力受损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还会导

致其注意力难以高度集中,进而影响对患者病情的

监测以及对医嘱的严格执行;此外,ICU中嘈杂的环

境,也会使得护理人员在各种仪器报警中难以快速

的区分报警来源.这不仅会使得护理工作效率严重

降低,增加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也会使得ICU 护

士长期面临存在亚健康风险的问题.

２　ICU噪声干预现状

现代噪声控制技术主要包含源头控制、被动降

噪与主动降噪三级体系[２０]:源头控制旨在消除噪声

的产生根源,例如通过规范医护人员的器械操作流

程、优化医疗设备运行模式(如设定监护仪夜间静默

阈值)等方式降低噪声源强度;被动降噪通过阻断声

波传播路径实现能量耗散,典型措施包括采用高密

度隔音板构建ICU墙体、布设多孔吸声吊顶等物理

屏障;主动降噪(activenoisecontrol,ANC)技术最

早见于航空航天领域,其核心原理(如图１所示)是
通过传声器实时捕捉环境噪声频谱特征,借助数字

信号处理器生成相位相反的抵消声波,在患者耳道

位置形成相消干涉场,目前已成功应用至新生儿暖

箱、核磁共振室等医疗场景[６Ｇ７].

图１　主动降噪技术原理

２．１　源头控制措施　在减少噪声源头产生的角度

上,TaylorＧFord等[２１]通过构建标准化噪声管控专

项培训体系优化护理操作,一方面实施系统化的理

论教学与操作演示,要求医护人员工作时全程穿着

软底鞋并规范开关门力度,患者静息时段主动关闭

视听设备;另一方面于病房配置实时噪声监测系统,
当病房噪声超过预设阈值时触发可视化预警,形成

闭环管理机制.但在１个月的干预后发现,病房前

后噪声水平并没有显著改变.相较而言,国内研究

聚焦管理维度创新,如在ICU 病房护理操作较少,
且没有患者家属探视的时间内设置一段“安静时间”
来缓解ICU 病房高噪声水平问题[３].“安静时间”
方案的实施能够减少ICU 病房特定时间内噪声峰

值,对ICU患者及医护人员有一定益处,但未能改

变ICU整体噪声水平,且依赖多学科团队的配合,
实施具有一定挑战性[２２].

２．２　被动降噪方法　近些年,国内外大量的研究从

多个不同的视角对ICU 环境中的噪声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Mills等[２３]在一项关于耳塞阻止患者陷

入谵妄状态的研究中指出,ICU 病房在降噪方面的

设计往往忽视了患者的睡眠和休息需求,这可能会

扰乱昼夜节律、改变睡眠模式,进而损害免疫系统,
导致患者陷入谵妄状态.因此,他们提出使用耳塞

对ICU患者进行降噪干预,研究结果显示这种方法

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并降低谵妄发生率.
然而,该研究并未具体指出耳塞能准确降低多少强

度噪声,也未对患者使用后是否会出现压疮等不良

护理事件进行风险评估.Krueger等[２４]则对新生儿

重症监护室的整体结构设计进行了重建,包括扩大

病房整体空间,采用更高效的吸音瓷砖.最后发现,
平均噪声水平下降４dB左右.但是整个改造过程

时间较长,除去现实复杂因素对改变ICU 设计结构

的制约,其重建后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噪声水平

仍超过５０dB,尚不满足建议标准.以上多个研究结

果证明,噪声源头控制及被动降噪方案的传统降噪

技术在ICU噪声问题上取得的成果有限[２５],因此需

要找到并结合新的视角为降低ICU 噪声提供新的

解决思路.

２．３　ANC技术应用　ANC技术最先在新生儿重

症监护室得到应用.Hutchinson等[２６]模拟新生儿

重症监护室的环境,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所有固定

设备的声音使用麦克风进行录制,利用ANC技术研

发 NeoasisTM集成降噪系统(包括１个残余噪声传感

器,２个扬声器,１个外部噪声传感器,以及１个控制

单元),其非接触式物理特征成功规避传统降噪设备

易引发压力性损伤等不良护理事件的风险,实际应

用后,噪声显著下降１４．４dB(降低５．２倍).在持续

的探索中,该团队[２７]证实了 ANC装置不仅优于传

统物理隔音耳罩的被动降噪效果,更能在保温箱工

作处形成一个低噪声区域.Kim 等[２８]把 Alltalk和

Quieton两种采用 ANC技术的医院专用降噪设备

与 AirpodsPro和 QC３０两种商用主动降噪耳机进

行量化比较发现,两种专用降噪设备的产品在降低

噪声方面优于商用耳机,同时能够确保现场语言沟

通的清晰度在９０％以上.基于此,依据ICU 具体噪

声特征定制化开发ANC设备已成为重要发展趋势.

Liu等[２９]为减少ICU 患者在高噪声环境中持续暴

露的危害,开发了一种多通道前馈 ANC系统,该系

统能够有效降低约１０dB的噪声水平,显著改善了

ICU的噪声情况.该结果与 Hutchinson等[２６Ｇ２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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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相印证.综合考虑,ANC技术展现出梯度化

演进特征,从突破传统降噪的“被动防护”范式,到超

越民用电子产品的“医疗专用”创新,逐步确立其为

ICU噪声环境治理的新兴技术路径.

３　展望

３．１　ANC技术的使用　目前,ICU 噪声水平持续

高位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给患者康复和医护人员身

心健康带来严重危害[３０].源头降噪及被动降噪的

传统降噪技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对于ICU 噪声的

控制效果有限[２６].ANC技术的应用将有助于改善

ICU病房的环境质量,提升患者的舒适度和治疗效

果[６].目前,国内对 ANC技术在降低ICU 噪声方

面研究未见相关报道[３１],日后研究重点可借鉴国外

产品设计经验,利用 ANC技术为ICU 病房开发专

用降噪产品.在应用 ANC技术时,需要根据ICU
病房的具体情况和环境进行设计,以确保其有效性

和实用性.同时,还应结合护理视角,从患者安全、
感染控制及舒适管理３个核心维度出发,在患者安

全维度上,护理人员需在设备使用前评估患者的意

识状态(如镇静程度、疼痛评分)、皮肤完整性风险及

耳道敏感度.对于机械通气或头部创伤患者,需避

免头戴式 ANC 设备导致的压力性损伤.可借鉴

Hutchinson等[２６]的 NeoasisTM 集成降噪系统,开发

适用于ICU患者的无接触式 ANC降噪设备.感染

控制方面,护理团队需建立高频接触面菌落检测机

制,防止 ANC设备成为病原体的传播媒介,通过培

训护士掌握设备的拆卸、灭菌,减少因操作不当导致

的院感风险.舒适管理角度,结合ICU 患者昼夜节

律紊乱的特点,护理人员应协同声学工程师对 ANC
设备进行动态降噪优化,如夜间增强其抵消能力,而
日间保留必要交流声波,通过阶梯管理改善患者睡

眠结构,降低谵妄发生率[２７],同时应引入分阶段护

理评价体系,使用睡眠问卷量化降噪效果.针对长

期暴露于高强度噪声护理人员,应结合ANC技术开

发定向防护产品.如在护士站设置主动降噪屏障,
配合个性化耳塞监测噪声暴露时长,形成职业性听

力损伤的预防体系.

３．２　传统降噪技术的使用　在研究降低ICU 噪声

的过程中,尽管传统降噪技术方案未能达到预期效

果,仍值得适度采用.改变ICU 建筑材料、采用更

有效的吸音砖等方法应成为未来医院设计的重点,
以确保建设低噪声水平且更舒适的病房.对于“安
静时间”方案,需要建立跨学科团队,共同讨论并将

其有效落实于ICU病房.调查[３２]显示,由于缺乏相

关知识和管理不善等原因,ICU 护士在噪声控制方

面表现不足.为延缓ICU 噪声日益升高的趋势,对

ICU护士的降噪培训,如避免床旁讨论、减少医护人

员交谈、穿软底鞋等要求,应贯穿于日常护理工作

中.在应用 ANC技术降低ICU 噪声时,应综合运

用传统降噪技术,以配合 ANC技术的使用,从而有

效解决ICU的噪声问题.

４　小结

ICU噪声持续对患者和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构

成威胁.国内ICU 噪声现存管理手段多聚焦于护

理流程优化,但其效果受限于技术手段滞后性,难以

破解ICU电子报警及仪器噪声等核心声源的控制

困局.ANC技术的降噪原理展现出突破性应用潜

力,为ICU噪声控制提供新思路.未来研究应结合

护理视角,联合多学科团队,攻关非接触式 ANC降

噪设备的研发与临床应用转化,同时应系统开展传

统降噪手段与ANC技术的协同效应研究,探索建立

“物理隔声Ｇ行为管理Ｇ主动降噪”三位一体的多维干

预范式,以此实现ICU噪声管理质的提升.
【关键词】　重症监护室;噪声;降噪技术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２０９７Ｇ１８２６．２０２５．０５．０２３
【中图分类号 】　R４７３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２０９７Ｇ１８２６(２０２５)０５Ｇ００９６Ｇ０４

【参考文献】

[１]祝利花,周敏．心脏术后重症监护室患者的环境压力源分析及其

对谵妄的影响[J]．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１９,３６(１２):２９Ｇ３１,３６．
[２]于雪娇,孙玲玲,孙妞妞,等．外科重症监护室噪声的现况调查

[J]．护理实践与研究,２０２４,２１(１２):１８４３Ｇ１８４７．
[３]张舒文,胡晓静．ICU设置安静时间的研究进展[J]．护理学杂志,

２０２２,３７(８):１００Ｇ１０３．
[４]OKE,AYDINSAYILANA,SAYILANS,etal．Noiselevelsinthe

dialysisunitanditsrelationshipwithsleepqualityandanxietyinpaＧ

tientsreceivingHD:apilotstudy[J]．TherApherDial,２０２２,２６
(２):４２５Ｇ４３３．

[５]VANDEPOLI,VANITERSON M,MAASKANTJ．Effectof

nocturnalsoundreductionontheincidenceofdeliriuminintenＧ

sivecareunitpatients:aninterruptedtimeseriesanalysis[J]．InＧ

tensiveCritCareNurs,２０１７(４１):１８Ｇ２５．
[６]GALLACHERS,ENKID,STEVENSS,etal．Anexperimental

modelto measuretheabilityofheadphoneswithactivenoise

controltoreducepatient’sexposuretonoiseinanintensivecare

unit[J/OL]．[２０２４Ｇ０３Ｇ２８]．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Ｇ

cles/PMC５６４５３０２/．DOI:１０．１１８６/s４０６３５Ｇ０１７Ｇ０１６２Ｇ１．
[７]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GB５０１１８－２０１０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６Ｇ１９．
[８]KONKANIA,OAKLEYB．Noiseinhospitalintensivecareunits

－acriticalreviewofacriticaltopic[J]．JCritCare,２０１２,２７(５):

５２２,e１Ｇe９．
[９]RYANK M,GAGNON M,HANNAT,etal．Noisepollution:do

weneedasolution? Ananalysisofnoiseinacardiaccareunit
[J]．PrehospDisasterMed,２０１６,３１(４):４３２Ｇ４３５．

[１０]廖金花,钱小芳,林颖,等．早产儿重症监护环境噪声水平的调查

８９ 军事护理　２０２５年５月,４２(５)



分析[J]．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８,３３(８):２１Ｇ２３．
[１１]SIMONSKS,VERWEIJE,LEMMENSPMC,etal．NoiseintheinＧ

tensivecareunitanditsinfluenceonsleepquality:amulticenter

observationalstudyinDutchintensivecareunits[J/OL]．[２０２４Ｇ

０３Ｇ２８]．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６１７３８９３/．

DOI:１０．１１８６/s１３０５４Ｇ０１８Ｇ２１８２Ｇy．
[１２]ALTHAHABAQJ,VUKSANOVICB,ALＧMOSAWIM,etal．

NoiseinICUs:reviewanddetailedanalysisoflongＧterm SPL

monitoringinICUsinNorthernSpain[J/OL]．[２０２４Ｇ０３Ｇ２８]．htＧ

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９７３８９２８/．DOI:１０．

３３９０/s２２２３９０３８．
[１３]贺芳,温秀兰,林艳,等．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噪声水平调查与对

策[J]．护理学报,２０２０,２７(１２):４２Ｇ４５．
[１４]JUNGS,KIMJ,LEEJ,etal．Assessmentofnoiseexposureand

itscharacteristicsintheintensivecareunitofatertiaryhospital
[J/OL]．[２０２４Ｇ０３Ｇ２８]．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

PMC７３７０１４８/．DOI:１０．３３９０/ijerph１７１３４６７０．
[１５]蒋玲洁,韩露露,杨丽平,等．ICU 患者睡眠障碍危险因素的系统

评价[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１９,１９(７):８０３Ｇ８１０．
[１６]BASNER M,BABISCH W,DAVISA,etal．AuditoryandnonＧ

auditoryeffectsofnoiseonhealth[J]．Lancet,２０１４,３８３(９９２５):

１３２５Ｇ１３３２．
[１７]KORNIENKOA．Intensivecareunitenvironmentandsleep[J]．

CritCareNursClinNorthAm,２０２１,３３(２):１２１Ｇ１２９．
[１８]TOPCUN,TOSUNZ．Effortstoimprovesleepqualityinamedical

intensivecareunit:effectofaprotocolofnonＧ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s[J]．SleepBreath,２０２２,２６(２):８０３Ｇ８１０．
[１９]李一飞．噪声干扰对重症监护病房护士影响情况的调查分析[J]．

当代护士,２０２０,２７(２):３２Ｇ３４．
[２０]王勇,孙磊．主动降噪技术发展前景分析[J]．电子世界,２０２０

(２１):４９Ｇ５０．
[２１]TAYLORＧFORDR,CATLINA,LAPLANTEM,etal．Effectof

anoisereductionprogram ona medicalＧsurgicalunit[J]．Clin

NursRes,２００８,１７(２):７４Ｇ８８．

[２２]王莉,陈香萍,何雪花,等．眼罩、耳塞在ICU 病人睡眠障碍护理

干预中的应用研究进展[J]．护理研究,２０１９,３３(８):１３５１Ｇ１３５４．
[２３]MILLSGH,BOURNERS．Doearplugsstopnoisefromdriving

criticalcarepatientsintodelirium? [J/OL]．[２０２４Ｇ０３Ｇ２８]．htＧ

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３５８０６８７/．DOI:１０．

１１８６/cc１１３９７．
[２４]KRUEGERC,SCHUES,PARKERL．Neonatalintensivecare

unitsoundlevelsbeforeandafterstructuralreconstruction[J]．

MCNAmJMaternChildNurs,２００７,３２(６):３５８Ｇ３６２．
[２５]胡静,周晓光,汤超美,等．新生儿病房噪声污染现状分析与干预

[J]．护理研究,２０１４,２８(３０):３８１４Ｇ３８１６．
[２６]HUTCHINSON G,DU L,AHMAD K．IncubatorＧbasedsound

attenuation:activenoisecontrolinasimulatedclinicalenvironＧ

ment[J/OL]．[２０２４Ｇ０３Ｇ２８]．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Ｇ

cles/PMC７３６３０６６/．DOI:１０．１３７１/journal．pone．０２３５２８７．
[２７]HUTCHINSONG M,WILSONPS,SOMMERFELDTS,etal．

IncubatorＧbasedactivenoisecontroldevice:comparisontoear

coversandnoisereductionzonequantification[J]．PediatrRes,

２０２３,９４(５):１８１７Ｇ１８２３．
[２８]KIMIH,CHO H,SONGJS,etal．AssessmentofrealＧtimeacＧ

tivenoisecontroldevicesindentaltreatmentconditions[J/OL]．
[２０２４Ｇ０３Ｇ２８]．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９３

６８１２８/．DOI:１０．３３９０/ijerph１９１５９４１７．
[２９]LIUL,GUJJULAS,KOUS M．MultiＧchannelrealtimeactive

noisecontrolsystemforinfantincubators[J/OL]．[２０２４Ｇ０３Ｇ２８]．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１９９６４２５１/．DOI:１０．１１０９/

IEMBS．２００９．５３３３７８０.

[３０]杨丽平,张志刚,张彩云,等．ICU 报警疲劳产生的原因及预防策

略[J]．中国护理管理,２０１７,１７(９):１２７４Ｇ１２７７．
[３１]崔大磊,山李,徐思梦,等．ICU噪声干预策略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J]．中国护理管理,２０２２,２２(１０):１５６５Ｇ１５６８．
[３２]马瑞芳,郑洁,何晓云．ICU 护士噪声控制知识态度行为现况调

查[J]．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９,３４(１):５７Ｇ５９．
(本文编辑:沈园园)


(上接第９５页)
[２０]ANONYMOUSA．Tacticalcombatcasualtycare(TCCC)guideＧ

linesformedicalpersonnel１５december２０２１[J]．JSpecOper

Med,２０２２,２２(１):１１Ｇ１７．
[２１]郭栋,张戎,黎檀实,等．现代战伤现场急救止血理论、技术与器

材[J]．中华灾害救援医学,２０２１,９(６):１０６６Ｇ１０７０．
[２２]姚晓,杨庭义．美军２０２１版战术战伤救治指南更新要点解读及

启示[J]．中华灾害救援医学,２０２２,１０(５):２６８Ｇ２７２,２９７．
[２３]董科,高明,楚雪欣,等．美军战术战伤救治指南止血器材研究

[J]．中华灾害救援医学,２０２２,１０(５):２５３Ｇ２５７．
[２４]MCKEEJL,KIRKPATRICK A W,BENNETT B L,etal．

WorldwidecasereportsusingtheiTClampforexternalhemorＧ

rhagecontrol[J]．JSpecOperMed,２０１８,１８(３):３９Ｇ４４．
[２５]宋殊琪,杨森,孙永锋．便携式多功能单兵急救包的设计[J]．武警

医学,２０２４,３５(７):６４３Ｇ６４４．
[２６]秦昊,宗兆文,刘良明,等．战现场单兵急救包配备需求分析及研

制[J]．华南国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０(８):５２３Ｇ５２５．
[２７]刘伟,王展儒,曹洪亮,等．新型高原单兵急救盒的研制与应用

[J]．医疗卫生装备,２０１７,３８(９):２３Ｇ２５,３６．

[２８]田竞,孙蕊,王渊博,等．阿富汗战争中３所北约军队医院卫勤保

障比较[J]．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２０１８,２５(１):８９Ｇ９３．
[２９]刘伟,楼铁柱,李丽娟．美军战伤救治管理与研究进展分析[J]．军

事医学,２０２３,４７(３):２１７Ｇ２２２．
[３０]ARIEL,SHUG,WENLONGC．WearablesmartbandageＧbased

bioＧsensors[J]．Biosensors,２０２３,１３(４):２３４Ｇ２５１．
[３１]UDANGAWARN,MIKAELPE,MANCINELLIC,etal．NoＧ

velcelluloseＧhalloysite hemostaticnanocompositefibers with

adramaticreductioninhumanplasmacoagulationtime[J]．ACS

ApplMaterInterfaces,２０１９,１１(１７):１５４４７Ｇ１５４５６．
[３２]李丽娟,刁天喜．美军战场镇痛药物的应用与启示[J]．军事医学,

２０２１,４５(１１):８２０Ｇ８２２,８４２．
[３３]赵方捷,冯逸飞,张义,等．基于无人机搜救平台的海上落水伤员

搜救卫勤决策系统[J]．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２０１９,２６(２):１７９Ｇ

１８２．
[３４]魏晓慧,丁晟,杨焜,等．功能化高分子材料在包扎止血方面的应

用[J]．医疗卫生装备,２０１９,４０(６):１００Ｇ１０４．
(本文编辑:沈园园)

９９
军事护理

MilNurs
　May２０２５,４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