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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老年留置导尿患者家庭导管护理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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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分析老年留置导尿管患者居家导管护理现状，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为完善居
家老年留置导尿的护理方法提供临床参考。方法：在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12 月期间抽样选取家庭
导管护理的居家老年女性留置导尿患者共 54 例，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患者置管情况、家庭导管
护理情况等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患者置管因素中尿失禁患者最多共 42.59%、导管留置时长中 1-5
年患者最多共 40.74%、患者日常护理人员中护工最多共 51.85%、每日护理时长中＜ 10min 患者最
多共 40.74%、患者每日饮用水量中 500-1000ml 患者最多共 42.59%。消毒剂类型中采用乙醇患者最
多共 40.74%、日常消毒频率中 2d/ 次患者最多共 42.59%、导管消毒方式中从清洁处向污染处患者最
多共 40.74%、导尿消毒部位中从尿道口、导尿管及接口消毒患者最多共 42.59%、更换尿袋时间间
隔中 3 次 / 月患者最多共 64.81%。结论：当前老年居家留置导尿患者的居家导管护理现状不容乐观，
存在诸多问题与弊端，导致患者出现各类不良症状的几率大大增加，因此需要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
及时做出应对措施，以此提高患者居家导管护理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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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采取手术需要长期卧床治疗的患者或由于各

种生理原因导致排尿困难、无法排尿或尿失禁患者采

用导尿装置可以有效帮助患者缓解排尿困难，减少因

排尿障碍所带来的各类并发症 [1-2]。目前随着我国人口

结构的逐渐变化，老年人群成为当前人群的主要导尿

对象，但由于老年患者身体机能持续下降、因疾病手

术等因素导致的免疫功能下降或需要长期卧床治疗等

都需要患者在院内或居家展开留置导尿操作，以此来

缓解患者可能存在的排尿困难表现 [3]。但老年患者留

置导尿相较于年轻患者更容易发生尿路逆行感染、尿

管脱落、尿管堵塞、尿道及膀胱的损伤，导致患者病

程延长增加患者的治疗痛苦 [4]。此外根据临床研究 [5-6]

发现，约有 40.32% 的老年人需要居家进行留置导尿操

作，相较于在院内开展留置导尿居家导尿则会更易引

起患者出现各类并发症。因此对于目前居家老年患者

开展留置导尿的护理现状需要及时了解并加以改进，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12 月期间抽样选取家庭导

管护理的居家老年女性留置导尿患者共 54 例，患者年

龄在 60-88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75.98±5.39 岁。通过

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患者及患者护理者进行调查分析。

1.2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①所选实验患者均经临床检查确认需要采取居家导

尿的患者。②患者病程时长≥ 3 个月。③患者及患者家

属均知情本次实验并遵循自愿原则参加本次实验。排除

标准：①排除患者存在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问题。②排

除患者首次留置导尿且导尿时间≤ 30d。③排除存在较

差依从性无法完成实验内容的患者。④排除无法接受本

次实验内容的患者。

1.3 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分为患者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与居家留置

导尿患者家庭导管护理调查问卷。其中一般资料调查

问卷主要调查患者年龄、性别、置管诊断、生活自理

能力等。居家留置导尿患者家庭导管护理调查问卷主

要调查患者置管资料、日常家庭护理状况、留置导尿

日常就医情况、家庭护理人员知识掌握情况 [6]。其中

患者置管资料中主要包括：置管因素、导管留置时长、

日常护理人员、每日护理时长、患者每日饮用水量。

导管护理情况主要包括：消毒剂类型、日常消毒频率、

导管消毒方式、导尿消毒部位、更换尿袋时间间隔。

日常家庭护理状况主要包括 ：患者置管原因、护理人

员日常护理时常见尿液颜色、日常导尿物品的消毒频

次、消毒部位及消毒方法、尿袋更换时间、导尿管更

换频次 [7]。

1.4 调查方法

对参与本次实验项目的工作人员在实验调查问卷开

始发放前进行系统培训，并根据本次实验内容所需要的

患者进行筛选，本次实验主题及实验内容均经过临床医

学伦理委员会审查并通过，在实验开始前向患者解释本

次实验目的及内容征得患者及患者家属均知情同意后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由实验项目的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一

对一的问卷调查发放。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56 份，

其中回收共计 54 份，有效问卷共计 54 份，问卷有效回

收率为 99.01%。

1.5 研究方法

数据用 SPSS20.0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取正太分

布的标准进行计算，实验计量资料数据均采取均数、标

准差进行标识。

2 结果
患者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置管诊断中脑梗死 23 例，

阿尔斯海默症 14 例，急性尿道炎 9 例，肾功能不全

引起的尿潴留 8 例；生活自理能力：完全能自理 4 例，

基本能自理 17 例，部分能自理 15 例，完全不能自

理 18 例。患者家庭导管护理的患者置管资料状况，

见表 1。患者家庭导管护理的导管护理消毒状况，见

表 2。



・200・ 乐健·护理 特别健康  2024 年 7 月第 13 期  Special Health Issue 13  July  2024

表 1 患者家庭导管护理的患者置管资料状况
调查问卷内容 例数（n） 总比例（%）

置管因素
手术术后 12 22.22

尿失禁 23 42.59
尿道梗阻 19 35.19

导管留置时长（年）
＜ 1 13 24.07
1-5 22 40.74
＞ 5 19 35.19

患者日常护理人员
患者自己 4 7.41

配偶及子女 22 40.74
护工 28 51.85

每日护理时长（min）
＜ 10 22 40.74
11-30 13 24.07
＞ 30 19 35.19

患者每日饮用水量
＜ 500 14 25.93

500-1000 23 42.59
1000-2000 9 16.67

＞ 2000 8 14.81

表 2 患者家庭导管护理的导管护理消毒状况
调查问卷内容 例数（n） 总比例（%）

消毒剂类型
乙醇 22 40.74
温水 13 24.07
其他 19 35.19

日常消毒频率（次 /d）
1 12 22.22
2 23 42.59
3 19 35.19

导管消毒方式
螺旋式消毒 13 24.07

从清洁处向污染处 22 40.74
其他 19 35.19

导尿消毒部位
尿道口 9 16.67

导尿管及接口 14 25.93
尿道口、导尿管及接口 23 42.59

其他 8 14.81
更换尿袋时间间隔（次 / 月）

1 7 12.96
2 12 22.22
3 35 64.81

3 讨论
通过对本次实验所选 54 例居家导管护理的老年患

者中不难发现，脑卒中、骨折后、老年痴呆患者最多共

42.59%。完全不能自理患者最多共 33.33%。患者置管

因素中尿失禁患者最多共 42.59%、导管留置时长中 1-5

年患者最多共 40.74%、患者日常护理人员中护工最多共

51.85%、每日护理时长中＜ 10min 患者最多共 40.74%、

患者每日饮用水量中 500-1000ml 患者最多共 42.59%。

且大多数患者均为长期需要居家导尿护理的患者 [7]。而

由于老年患者其照顾者通常为患者子女及雇佣护工，这

类人群普遍年龄较大对于一些临床相关知识的认识存在

不足，对于许多医学卫生相关的知识仍保留较为老旧、

过时等现象 [8]，导致在对于患者的居家导管护理中可能

存在各类护理风险以及患者感染等表现。而由于老年患

者需要长期居家护理干预，导致不同患者的照护者对于

患者的护理时长不同，导致在面对患者的护理工作时无

法有效了解患者潜在的护理问题，继而导致在对患者进

行护理干预时责任感缺乏。消毒剂类型中采用乙醇患

者最多共 40.74%、日常消毒频率中 2 次 /d 患者最多共

42.59%、导管消毒方式中从清洁处向污染处患者最多共

40.74%、导尿消毒部位中从尿道口、导尿管及接口消毒

患者最多共 42.59%、更换尿袋时间间隔中 3 次 / 月患者

最多共 64.81%。此外老年患者护理费用相对较低，这使

得日常护理工作无法细致入微的开展，不能有效的帮助

患者开展高质量的消毒工作，使得护理工作存在较大随

意性与风险性。患者在长期居家导管护理过程中由于导

尿管长期存在于患者的尿道中，在日常相对不规范的居

家导管护理中极易导致患者由于消毒不到位、导管维护

不及时、居住环境差等原因导致患者出现感染、导管堵

塞、脱落等并发症，此时需要及时进行就医治疗。针对

此类现象医院可与患者社区加强联动，给予就医困难患

者必要帮助，缓解老年患者的就医困难因素，帮助患者

减少因就医难造成的各类并发症，提高患者居家导管护

理的质量。

此外，由于患者的照护者通常年龄偏大而护理相关

知识获取途径匮乏，目前老年患者的居家导管护理照护

者健康教育存在不规范的现象，针对此类现象医院可与

社区联合定期开展居家导管护理相关知识的宣讲工作，

对老年患者及其照护者定期开展居家导管护理相关知识

讲座，并提供咨询热线方便在日常护理过程中出现的相

关护理问题及时进行解答。

综上所述，当前老年居家留置导尿患者的居家导管

护理现状不容乐观，存在诸多问题与弊端，导致患者出

现各类不良症状的几率大大增加，因此需要针对当前存

在的问题及时做出应对措施，以此提高患者居家导管护

理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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