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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蝶形固定贴联合改良病员裤对宫颈癌术后留置尿管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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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

$

'

#目前#宫颈癌根治

术为治疗宫颈癌首选的方法&

1

'

#由于其手术范围大#术后易出

现不同程度的膀胱功能障碍#导致排尿困难*尿潴留等情况的

发生#术后需要留置尿管&

'

'

)留置尿管一方面解决尿潴留的问

题#同时长时间留置尿管会出现导管相关性尿路感染&

0

'

*置管

相关并发症$尿管牵拉*引流不畅*漏尿*尿管滑脱等%#以及固

定胶布反复脱落等问题&

5

'

#因此众多学者对如何克服长期留置

尿管的缺点进行研究#本文采用自制蝶形固定贴联合改良病员

裤明显改善了宫颈癌术后留置尿管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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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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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择
1%$'

年
$

月至
1%$0

年
$1

月来本院妇

科实施宫颈癌根治术患者
$$5

例#所有病例均经病理诊断证

实)将
$$5

例患者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其中试验组
50

例#年

龄
1(

!

)/

岁#平均$

0'&1]$%&$

%岁(对照组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0$&-](&'

%岁#两组患者年龄*文化程度*病理分型*

病情*一般资料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具有可

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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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

手术方法
!

两组患者按常规操作插入导尿管#连接康

维抗反流集尿袋$康乐保中国有限公司%#构成一个密闭的引流

系统#集尿袋每周更换
$

次#采用碘伏棉球擦洗尿道外口周围*

导尿管近端约
$%&%?L

处及会阴#每日
1

次)对照组留置尿管

后#按传统的固定方法#将尿管采用高举平台法固定于大腿内

侧#经大腿下方引出#用系带将引流袋固定于一侧床沿#患者穿

普通病员裤)试验组则采用自制蝶形固定贴固定于大腿内侧#

同时为患者穿上改良病员裤#集尿袋从病员裤的内侧引出后予

以固定#穿过病员裤用系带将集尿袋固定于一侧床沿#起床活

动时集尿袋稳妥放置于病员裤的口袋内)

?&@&@

!

碟形固定贴的制作及固定
!

先用剪刀裁剪出一长

$$&%?L

*宽
5&%?L

的型号
1-''.5%['X

加压固定胶布#在宽

边处剪出一长
5&%?L

的叉口#并剪除两边缘的胶布#形成同等

大缺口的蝶形胶布#用
-5P

乙醇脱脂大腿内侧下
$

"

'

距离尿

道口
)&%

!

-&%?L

处#待干后粘贴胶布#叉口与尿道口相对#尿

管前端留有弧度#尿道口外脱出尿管约
-&%

!

/&%?L

处用两叉

口胶布交织缠绕尿管#固定贴每周更换
$

次)

?&@&A

!

改良病员裤制作
!

在普通病员裤的基础上改良制作#

在右侧或$左侧%腰下侧缝
1%&%?L

处开一条长
15&%?L

的缝#

以侧缝为中线在其外面缝制一布口袋#袋口朝上#其形状与引

流袋相同$

'%&%?L '̀5&%?L

%#相当于集尿袋面积的
$&5

倍大

小#口袋下方缝制三对子母扣$长
)&5?L

#宽
1&5?L

%#在袋口

上方
5&%?L

处缝制一固定带#起到固定尿袋作用#在裤腿后片

内#与外固定平齐处缝制一固定带#对集尿袋的连接管起到固

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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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指标
!

观察两组患者在带管期间出现导管相关性

尿路感染#即插管后
$

周做尿常规及尿细菌培养检查#根据检

验结果判断有无尿路感染#当中段尿培养菌落数大于或等于

$%

5

Ce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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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高倍镜尿白细胞数大于或等于
$%

个时#患

者无其他临床表现即为无症状菌尿阳性$

j

%#反之为阴性

$

T

%#如具备
$

项为可疑阳性(观察有无尿痛*导管脱落*尿管

牵拉*引流不畅*漏尿等并发症发生(观察固定胶布反复脱落情

况(并对上述情况的发生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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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RQQ$)&%

统计分析软件处理数据#

计量资料以
E];

表示#采用
6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1 检验#以
'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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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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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带管期间出现尿痛及导管相关性尿路感染的比

较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带管期间出现尿痛及导管相关性

!!!

尿路感染的比较

组别
*

尿痛$

*

% 感染$

*

% 感染发生率$

P

%

试验组
50 ' 1 '&-

对照组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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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置管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比较
!

见表
1

)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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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置管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比较&

*

'

组别
*

导管滑脱 尿管牵拉 引流不畅 漏尿

试验组
50 % $ ' $

对照组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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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带管期间胶布脱落的比较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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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带管期间胶布脱落的比较&

*

'

组别
*

'

'!

&

'

!

-!

试验组
50 % )

对照组
)$ 1% '5

!

1

1$&0' 51&'/

'

$

%&%$

$

%&%$

A

!

讨
!!

论

A&?

!

降低患者带管期间的不适感
!

宫颈癌根治术后留置尿管

是常用的护理操作技术#作为侵入性操作#留置尿管对尿道的

刺激是引起患者不适的主要原因)如何将尿管留置引起的不

适感降至最小#是临床护理的重点)试验组患者采用自制蝶形

固定贴进行尿管外固定#配合改良病员裤内侧的固定带#减轻

了尿管的摆动#降低了尿管移位对尿道口的刺激与摩擦#活动

时又有适宜的口袋放置并固定尿袋#这样大大避免患者活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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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尿袋重力作用引起的尿管移动和牵拉&

)

'

#因而减低了患者的

不适感和疼痛#从表
$

中可以看出试验组留置尿管所致的疼痛

和不适感明显低于对照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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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导管相关性尿路感染发生率
!

尿路感染是留置导尿

最常见的并发症#如何避免尿路感染是众多学者共同研究的热

点&

-

'

)长时间留置尿管对尿道黏膜的损伤可导致尿道狭窄#极

大地增加了尿路感染的机会&

/

'

#同时尿道内尿管的移动可损伤

尿道及膀胱黏膜#破坏正常的生理防御屏障#降低其对细菌的

机械防御作用而引发尿路感染&

(

'

)对照组患者导尿管虽然用

胶布将其固定于一侧大腿内侧#但随着该侧肢体活动#带管期

间固定胶布反复脱落#导尿管的移动概率比试验组明显增加#

因而引起病原菌上行的概率增加#同时尿道壁和膀胱壁黏膜的

损伤概率也加大#尿路感染的概率自然增加&

$%

'

(试验组患者在

留置尿管期间采用自制蝶形固定贴对尿管进行严格固定#与对

照组相比#减轻了导尿管的移动及尿道和膀胱黏膜损伤的概

率#降低了尿路感染的发生率)

A&A

!

降低置管后并发症发生率
!

膀胱内的气囊和体外的蝶形

固定贴及病员裤内固定带对尿管及尿袋进行多重固定#与对照

组相比#尿管在尿道内移动度降低#因而尿管牵拉和漏尿的发

生率也明显下降#配合改良病员裤上的内固定带及放置引流袋

的口袋#进一步降低尿管的摆动#也减少了引流管折叠的概率#

使尿液引流更加顺畅)对于尿管脱落的发生率#两组无显著性

差异#这与本科室日常护理工作中本身已加强对导管的评估及

管理密不可分)

A&B

!

减少带管期间胶布脱落的发生
!

改良病员裤在保留其他

优点设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患者的舒适度#也增加引流袋

固定的安全性)其次自制蝶形固定贴因为蝶形口的两边对尿

管进行交织缠绕且固着力明显加强#克服了对照组$高举平台

法%尿管易滑行的缺点#尿管固定更加牢固#笔者统计了两个时

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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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胶布脱落的发生率#试验组两者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

'

$

%&%$

%#相对于对照组而言#试验组的护理工

作量减轻了#护士的工作效率得到提高#也有利于做好留置导尿

的舒适护理#减轻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

'

)寻找

方便*有效的导管固定方法是提高护理质量的保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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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归纳总结#在思考过程中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把握该章

节的内容#而非被动学习(尤为重要的是#思维导图简洁明了#

更有利于教与学之间的交流)如通过该思维导图#可以很容易

地发现该章节对种植义齿这一目前已较广泛应用于口腔临床

的修复方式描述不足#因而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

补充该部分的内容及其前沿动态#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通过上述自主学习方式#该章节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

总之#思维导图是一种便于记忆的学习工具#以绘制思维

导图的方式进行口腔专业的自主学习#由被动学习转变为更加

灵活高效的主动学习#构建属于自己的知识构架#有效地培养

以问题为中心的临床思维方式)同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思维导图辅助的自主学习#不仅对于非口腔专业医学生学习口

腔专业知识有利#对于其他各学科知识的自主学习都是一个有

利的学习工具)随着学生对该工具使用的熟练度逐步提高#其

自主学习的能力与水平必将有极大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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