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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断夹闭尿管训练是临床上留置尿管患者在拔管前的常

规护理操作之一。临床常见间断夹闭方法是将尿管反折，用胶

布缠绕固定，或用棉线打结固定，引流时将胶布或棉线放开，引

流毕再次按上述方法固定，操作繁琐，严重影响工作效率［１３］。

因此，本科自２００９年７月起，用一次性集尿袋引流口帽间断夹

闭尿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０９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７月本科行留置

导尿患者１２０例，其中男６３例，女５７例；年龄１７～８８岁，平均

（４６．２±１０．４）岁；基础疾病为：上消化道出血４３例，心肌梗死

２９例，心力衰竭２３例，脑梗死１８例，脑出血７例。

１．２　方法　具体方法为：（１）所有入选者均在入院后采用１４～

１６号Ｆｏｌｅｙ导尿管实施导尿，术前予以０．５％碘伏对尿道口及

其周围进行消毒。（２）不同性别尿管插入长度也不同，男性尿

管宜插入２０～２２ｃｍ，尿液排出后在插入５ｃｍ左右；女性尿管

插入４～６ｃｍ，见尿液排出后再插入１ｃｍ左右。之后再用注

射器向气囊内注入１０ｍＬ生理盐水，以固定好尿管。（４）搜集

科室留置导尿患者一次性集尿袋引流帽口；（５）将需间断夹闭

的尿管反折；（６）将反折端插入一次性集尿袋引流口帽内，夹闭

尿管；（７）引流时取下一次性集尿袋引流口帽，每３～４小时引

流一次尿液。（８）每天更换尿袋１次，采用０．５％碘伏对尿道

口及其周围进行消毒，导尿管每周更换１次。护理完毕对每位

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若患者神志存在异常难以完成时，尤其

照看的家属代为评价，评价内容为：满意和不满意。

２　结　　果

采用一次性集尿袋引流口帽间断夹闭尿管后，结果发现，

１２０例患者中发生尿路感染１１例，占９．１７％；使用后，患者或

家属满意度达９８．３３％。

３　讨　　论

尿路感染是留置导尿治疗过程中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主要

原因为：（１）导尿管损伤尿道黏膜及刺激膀胱而引起炎性反

应［４］；（２）集尿袋位置高于膀胱，导致尿液回流，外环境中的细

菌进入膀胱，从而引起机会感染［５］；（３）留置导尿时间过长，患

者的残余尿较多，均有利于细菌的生长繁殖。因此，护士在导

尿操作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无菌原则，操作动作应轻柔而熟练，

尽可能避免操作导致尿道的损伤。严格把握留置导尿的适应

证，尽可能地缩短留置导尿时间，从而减少感染机会［６］。允许

的情况下，可嘱患者多饮水或适当的补液，以增加尿液的排出，

将细菌冲洗出去。每天更换尿袋１次，采用０．５％碘伏对尿道

口及其周围进行消毒，导尿管每周更换１次。当搬运或为患者

翻身时，应先把调节夹关上，这样可以防止由于尿袋高于耻骨

联合使得尿液逆流引起的逆行感染［７］。当贮尿袋满时应及时

倾倒，之前应先夹闭调节开关，再打开尿袋下端开口，以防止尿

管中的尿液反流进入膀胱造成逆行性感染［８］。另外这样还可

避免倾倒尿液时尿管与外界直接相通，从而减少了感染机

会［９］。对于需要长期留置尿管的患者来说，膀胱因无尿液充

盈，长期失功能状态而易引起挛缩，严重者可导致膀胱功能严

重受损，因此笔者建议在拔管前应先锻炼膀胱充盈和排空，可

间断性关闭调节夹，以锻炼膀胱的反射功能，可提高拔管后的

排尿成功率，避免因再次导尿引起的感染［１０］。

一次性集尿袋引流口帽间断夹闭尿管取材方便、经济实

用，同时，在间断夹闭与引流尿液转换过程中操作方便，减少了

患者的痛苦，在减少留置导尿的并发症方面也具有重要临床意

义，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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