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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在脊髓损伤患者导尿管拔除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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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对脊髓损伤患者应用康复护理的作用。方法 抽选 2020 年 3 月~2022 年 3 月于我院收治

的 82 例脊髓损伤患者，以单双号随机分 41 例为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 41 例则增加康复护理，对比两组

导尿管拔除情况以及护理效果；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顺利拔管和整体住院时间以及继发尿潴留发生率优于对照

组，差异显著，P﹤0.05，同时观察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 对脊髓损伤患者实施康

复护理的效果较好，可缩短导尿管留置时间，利于顺利拔管的同时加快患者自主排尿的康复进程，给予良好的护

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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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the removal of urinary catheters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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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Methods 
from March 2020 to March 2022,82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N = 41)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 = 41),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extubation, the overall hospital stay and the incidence of secondary urinary retention (P < 0.05) , at the 
same time,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s good, which can shorten the indwelling time 
of catheter an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spontaneous ur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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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损伤又称之脊柱损伤，多发生在矿难、车祸、

意外伤害和自然灾害中[1]。脊髓损伤是属于病情严重的

多发性复合伤，多表现为在损伤后，出现脊髓水平的神

经障碍和脊柱的骨折以及脱位[2]。脊髓损伤预后往往较

差，甚至部分患者可能落下终身残疾。鉴于患者损伤严

重，且活动受限，一般临床采取留置尿管的方式辅助患

者进行排尿[3]。随着时间的推移，膀胱功能恢复后将进

行导尿管拔除，以此恢复自主排尿。在这一过程中，护

理的协助和指导尤为重要。康复护理基于康复医学而

来，是指基于多种学科，如心理学、基础医学等综合性

内容，对患者展开护理[4]。为探究在对脊髓损伤患者应

用康复护理的作用，我院特开展如下研究。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抽选 2020 年 3 月~2022 年于 3 月我院收治的 82

例脊髓损伤患者，以单双号随机分 41 例为对照组实施

常规护理，观察组 41 例则增加康复护理，对照组患者

男女比例为 28：13 例，年龄最大者为 65 岁，年龄最

小者 38 岁，平均年龄为 46.8±2.9 岁；，损伤类型为车

祸者 18 例、高空坠落者 10 例、意外伤害者 13 例；观

察组患者男女比例为 26：15 例，年龄最大者为 67 岁，

年龄最小者 39 岁，平均年龄为 42.4±2.6 岁；损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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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车祸者 20 例、高空坠落者 11 例、意外伤害者 10 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不显著。P﹥0.05，研究可

进行。 
1.2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根据椎间盘损伤、脊髓灰白质损伤等

临床症状结合 ASIA 分级确诊脊髓损伤；②年龄大于

18 岁；③临床资料完整无缺陷；④既往史未接受过康

复护理类似的同类型研究；⑤经检查确定无心肝肾障

碍；⑥能实现有效交流，以及言语表达能力正常；⑦可

接受留置尿管、间歇性导尿等护理指导；⑧在同一时段

未被其他拔除尿管的康复护理试验纳为试验对象；⑨

护理依从性尚可，自愿成为试验对象。 
排除标准：①合并有聋哑、失语、认知低下者、精

神障碍等情况；②合并严重泌尿感染；③既往史存在有

药物滥用历史；④合并有肿瘤等异常疾病者；⑤尿道梗

阻或者先天性尿道发育不全者。 
1.3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即卧床休息，同时针对

四肢瘫的患者，将肘关节、肩关节、踝关节等保持外展

位，瘫痪肢体每日 1~2 次被动运动，每个关节活动不

得低于 20 下。每日饮水量不得低于 1000 ml，饮食原

则为定时、定量，高热量、高蛋白质、高纤维素、易消

化的食物。遵医嘱给予患者药物应用，同时严密观察用

药后的不良反应。 
观察组增加康复护理：①康复评估：根据患者的个

体差异制定饮水计划，而后进行膀胱功能的测定，制定

饮水计划，实施间歇性导尿，以膀胱容量压力测定评估

患者的最大安全容量，日导尿量根据情况而定，残余尿

量大于 300 ml，则导尿 6 次，残余尿量 200 ml，则导

尿 4 次，小于 200 ml 则日导尿 2~3 次，小于 100 ml，
每日 1 次导尿，低于 100 ml 则停止间歇性导尿，鼓励

患者自主排尿。②康复训练：教会患者 Valsalva 屏气法

进行代偿性排尿，患者为坐位，屏气呼吸以增加腹部压

力，而用力向下，排出尿液。指导患者进行膀胱功能训

练，如规定时间排尿，并逐渐延长排尿的时间间隔，以

逐步增加膀胱容量，指导患者用意识控制膀胱的感觉

刺激，想象自身处于安静、平和的氛围内，听流水声，

做排尿行为，刺激自主排尿，重建大脑皮质对膀胱功

能的控制。可轻叩耻骨上区或大腿上 1/3 内侧，每 min 
50~100 次刺激排尿。康复心理护理：患者突然失去自

主活动能力，排泄也借助于导尿管，情绪焦躁，有废

用感以及抑郁和愤怒，康复护理人员应当给予给患者

心理安抚，肯定患者在护理期间表现出的优点，给予

赞赏，同时组织病友聚会，加强患者的情感交流，改

善心理不良情绪。拔除尿管前护理：告知患者具体的

拔除尿管时间，给予其接受时间和准备时间。对患者

进行全面的评估后，告知患者准备拔管。拔导尿管时

把水或者气抽放干净，同时动作轻柔的进行拔除，观

察患者有无其他不适，拔除尿管后给予会阴和尿道口

的清洗和消毒。 
1.4 观察指标 
①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含有顺利拔管时间、住

院时间以及继发尿潴留； 
②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满意度； 
1.5 统计学分析 
此项研究收集的数据统计后立即纳入统计学

SPSS25.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对比使用 t 检验，形

式则以平均数，即（ ）表示，而计数资料对比使

用 χ2 检验，形式则以率（%）表示，（P<0.05）差异明

显，且存在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护理后，观察组顺利拔管和整体住院时间以及继

发尿潴留发生率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见

表 1： 
2.2 对比两组尿管拔除情况 
观察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0.05，见表 2：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sx ± ） 

组别 例数 顺利拔管时间 住院时间 继发尿潴留发生率 

观察组 41 5.7±0.6 14.3±1.8 2.43%（1/41） 

对照组 41 9.6±1.2 17.2±2.1 9.57%（4/41） 

t - 14.152 2.687 7.021 

P - 0.001 0.001 0.008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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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两组尿管拔除情况（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一般满意 十分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1 4.87%（2/41） 21.95%（9/41） 73.17%（30/41） 95.12%（39/41） 
对照组 41 26.82%（6/41） 34.14%（14/41） 51.21%（21/41） 85.36%（35/41） 

t - 4.918 8.580 6.574 18.247 
P - 0.027 0.003 0.001 0.001 

3 讨论 
康复护理属于康复医学的分支，同时也是康复医

学的重要部分，随着康复医学的发展而发展。在 WTO
世界卫生组织对康复护理的定义上，将其视为是综合

性运用医学、康复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知识，

对患者或者残疾者进行锻炼和机能功能训练，减轻某

种手术或者高危因素对患者机体的不适，尽可能的恢

复患者的自理能力，使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5-6]。而在

马莉[7]的研究中则指出，康复护理不但包含基础性护理，

还包括有各个学科的专业性护理技术。脊髓损伤患者

因脊柱及神经受损严重，无法行走，自主排尿功能受到

影响，排尿只能依赖于导尿管。随着疾病的治疗和康复，

恢复自主排尿是必要的护理目标，同时自主排尿也是

衡量脊髓损伤者是否康复的重要指标之一[8]。围绕导尿

管拔除，康复护理强调以评估患者的膀胱功能、残余尿

量和间歇性导尿的开展。间歇性导尿可使膀胱规律性

排空和充盈，防止膀胱过度充盈，规律排出残余尿量，

从而恢复膀胱的储尿和排尿功能。而康复护理指导患

者 Valsalva 屏气法、意念控制排尿法等均是为了刺激

患者自主排尿的必要措施，以便最终实现尿管成功拔

除，自主排尿的康复目标。在拔管这一护理工作的整个

实施过程期间，患者情绪受环境、疾病刺激、活动受限

等多方面限制，心理方面容易出现抑郁和烦躁的情况，

康复护理也强调为患者做好心理护理，以帮助患者以

平稳、健康、积极向上的心态成功拔管。而在本文的研

究中，观察组的患者实施了康复护理，顺利拔管时间短、

整体住院时间短、发生尿潴留的概率也低，充分说明了

康复护理可让患者从中获得较大的益处，实现康复进

程的加快，故患者的满意度更高。结合以上分析和本文

数据，可得出结论：①在脊柱损伤患者拔除尿管中应用

康复护理，可提高拔管成功率，顺利拔管；②能给予患

者较好的护理体验，增加患者对医院和医护人员的信

任；③提高了医院的整体护理水平。 
综上所述，对脊髓患者实施康复护理的效果较好，

可缩短导管留置时间顺利的拔管，同时加快患者自主

排尿的康复进程，给予良好的护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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