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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案改善对降低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男性患者排尿问题的效益 

于婉霞 

广西壮族自治区胸科医院  广西柳州 

【摘要】目的 分析护理专案改善对降低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男性患者排尿问题的效益。方法 选取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住院男性咯血行支气管动脉栓塞术患者 30 例为对照组，采用留置尿管和保鲜袋接尿；选取 2022
年 6 月—2023 年 5 月住院男性咯血行支气管动脉栓塞术患者 30 例为观察组，采用自制集尿器，观察两组患者排

尿问题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不舒适及漏尿情况比对照组发生率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应
用护理专案改善活动可有效降低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男性患者排尿问题，提高患者舒适度,促使患者保持良好的情

绪，减少漏尿情况，不影响手术进度,提高就医体验，促进疾病康复，同时有助于提高护士解决问题的能力及集体

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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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programs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ducing urinary problems in male patients undergoing 

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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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benefit of nursing improvement in reducing urinary problems in male patients 
undergoing 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 Methods Thirty hospitalized male patients with hemoptysis who underwent 
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urine was 
received with indwelling catheter and storage bag. Thirty hospitalized male patients with hemoptysis undergoing 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 from June 2022 to May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occurrence of urination 
problems in the two groups was observed with self-made urine collector.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discomfort and urine 
leakag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improvement activiti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urinary problems in male patients 
undergoing 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 improve patient comfort, promote patients to maintain good mood, reduce urine 
leakage, do not affect the progress of surgery, improve medical experience, promote disease recovery, and help improve 
nurses'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and collective co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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咯血是指喉部以下的呼吸器官（即气管、支气管 

或肺组织）出血，并经咳嗽动作从口腔排出的过程[1]。

咯血是临床常见的急症，可引起窒息、失血性休克等，

进而危及患者生命[2]。 
支气管动脉栓塞术（Bronchialar-tery Embolization, 

BAE）是主要治疗手段之一，是内科止血治疗无效情况

下较为理想的一种治疗方法，具有止血速度快、微创、

安全等优点[3-4]。导尿并留置尿管是行支气管动脉栓塞

术必不可少的术前准备，以防止患者术中排尿影响手

术。导尿是一种侵入性操作，患者有不舒适感，且患者

出现导尿后尿道不适症状，如插管疼痛、尿道损伤、尿

道口疼痛、尿路刺激征、尿路感染、漏尿、不良情绪等

现象普遍存在[5-6]。在进行护理专案改善前曾用保鲜袋

接尿来解决此问题，但出现漏尿、不易固定情况较多，

影响手术顺利进行。 
本研究以提高患者舒适度、避免漏尿情况，促使患

者保持良好的情绪、手术顺利进行，促进疾病康复为目

的，通过护理专案改善的方式，实现降低支气管动脉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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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术男性患者排尿问题发生率。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住院男性咯血行

支气管动脉栓塞术患者 30 例为对照组，采用留置尿管

或使用保鲜袋接尿； 
选取 2022 年 6 月—2023 年 5 月住院男性咯血行

支气管动脉栓塞术患者 30 例为观察组，采用自制集尿

器。 
2 组患者入院前均无尿道不适感，且在年龄、病种、

病情危重程度、文化程度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在行支气管动脉栓塞术当日采用留置尿管或保鲜

袋接尿。在进行支气管动脉栓塞术当日遵医嘱采用导

尿包予患者在常规消毒下导尿并留置尿管接尿袋；针

对拒绝导尿或导尿困难的患者采用保鲜袋接尿。 
1.2.2 观察组 
实施护理专案改善活动。 
（1）成立专案改善小组 
小组成员由 8 名护士组成，其中 2 名为大专学历，

5 名为本科学历，1 名为在职研究生学历；主管护师 3
名，护师 2 名，护士 3 名；由 1 名护师担任组长，负

责整个活动的统筹策划，组织协调及撰写报告；由护士

长担任督导员，负责专案进度的督导；1 名本科生负责

专案撰写指导及对科室16名护士进行规范使用自制男

性集尿器的方法、时间、健康宣教及工作流程的统一培

训考核，保证干预的同质性；另外 5 名负责收集资料、

查找原因、设定目标、制定对策、完善流程、制定执行

登记表、督导专案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等。 
（2）现况调查及主题确定 
对行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的男性患者围手术期留置

尿管或使用保鲜袋接尿进行现况调查。2021 年 11 月—

2022 年 5 月行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的男性患者围手术期

留置尿管或使用保鲜袋接尿排尿问题发生率 69.44%，

通过排尿问题原因分析柏拉图，根据“二八原则”，最

终确定导尿引起尿道不适、导尿后出现漏尿、使用保鲜

袋接尿法不易固定这三个原因为此次专案活动的改善

重点。 
（3）原因分析及要因确立 
主要通过头脑风暴、查阅文献、查看制度、现场验

证、调查分析等方式，从人、物、法、环四方面进行分

析。依据现况分析结合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确立如

下：护士培训不足：①导管固定方法培训不足、②培训

不足、③导尿管型号不合适、④尿管气囊注入的液体量

不合适、⑤对男性尿道解剖特点不熟悉；患者心理紧张

舒适度差。 
（4）制定专案改善措施 
护士培训：①理论培训：根据临床存在的问题制定

培训内容；②操作技能培训：操作示范；③理论考核达

80 分和操作考核达 90 分作为准入标准；④查阅相关文

献，将相关重要知识点分享于科室工作群；⑤使用自制

集尿器培训：一手将尿套从阴茎龟头处慢慢转动套上

阴茎，将尿套沿着阴茎向阴茎根部展开至距离阴茎根

部的 1／3 或 1／2 处，使用粘贴条围着尿套开口处一

圈，按压粘贴接口处，使其粘贴牢固，再使用胶布在阴

茎下方的粘贴条处交叉粘贴至大腿根部，使用尿套前

端与龟头间保留 2～3 厘米的距离，尿套的前端与抗逆

流引流袋连接；妥善固定尿袋，引流管采用带蒂固定法

固定于患者大腿内侧。 
术前心理干预：①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建立相

互信任的护患关系；②认知干预：向患者讲解术前留置

导尿管的目的和重要性．以及插管步骤和操作过程中

如何配合等；③情绪干预：以身心医学的观点讲解情绪

与疾病所产生症状的关系；④行为干预：采用放松技术

和转移意念法。置管时护士尽量采用病人感兴趣的话

题交流，分散病人注意力取得配合。 
1.3 观察指标 
对比 2 组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男性患者排尿问题的

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

率表示，行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有形成果 
2 组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男性患者排尿问题的比较，

观察组的排尿问题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

表 1。 
2.2 无形成果 
3 讨论 
3.1 运用护理专案改善活动有效降低支气管动脉

栓塞术男性患者排尿问题 
留置导尿管是行支气管动脉栓塞术必不可少的术

前准备，而留置导尿管易导致患者产生不适感，影响患

者术前情绪；部分患者出现漏尿情况，影响手术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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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组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男性患者排尿问题的对比（%） 

组别 不适 漏尿 

对照组（n=30） 17（56.67） 11（36.67） 

观察组（n=30） 3（10.00） 2（6.67） 

P 0.0001 0.0047 

表 2  护理专案改善前后护理人员综合能力评价雷达图 

 

 
本次现况调查发现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男性患者排

尿问题发生率达 69.44%，为降低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男

性患者排尿问题发生率，科室应用护理专案改善的方

法将问题解决方案形成标准流程及标准；且将实施过

程进行全科培训及考核，并制定相应的操作标准。使科

室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男性患者排尿问题发生率从

69.44%降至 10.00%。结果显示，护理专案改善可以有

效降低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男性患者排尿问题。 
3.2 运用专案改善制定降低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男

性患者排尿问题的标准化流程，规范护理行为 
专案改善后通过共同参与头脑风暴，制定标准化

流程，建立操作流程及操作标准等措施，提高护士工作

效率，改善患者排尿问题，同时护理工作标椎化，护理

行为规范化，在全院推广。 
3.3 运用专案改善可提高护士解决问题的能力及

集体凝聚力 
护理专案改善活动是指对护理业务中特定的主

题，应用科学的方法及有限的时间和资源加以系统控

制分析，以达成特定目标的一种活动[7-8]。通过专案改

善活动，专案小组成员共同选定主题，学会使用专案改

善工具。提高护理人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

高护士学习、工作热情，提高护士自我价值、职业幸福

感。通过专案改善活动，营造了积极学习成长的环境，

提升集体凝聚力，增强集体荣誉感，提升科室科研氛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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