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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护理服务"在居家留置导尿管延续护理效果 

蒋 婷，李 玲，郭春玲，曾丽媛 

桂林市人民医院  广西桂林 

【摘要】目的 分析探讨为居家留置导尿管治疗患者实施延续护理的过程中，应用“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护

理效果。方法 在 2021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开展实验，研究对象均居家接受留置导尿管治疗，共 60 例，

我院为此类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其中 30 例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接受“互联网+护理服务”，未接受的患者为对

照组，共计 30 例，比较两种护理方式的临床效果。结果 研究组患者满意度、尿管护理知识掌握率均高于对照组，

并发症发生概率更小，更换尿管花费更低，差异显著（p＜0.05）。结论 居家接受留置导尿管治疗的过程中，临

床医师为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的基础上应用“互联网+护理服务”可提升患者的满意度和相关知识掌握度，患者

接受治疗的花费和并发症发生概率更低，在临床上可以大范围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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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 nursing service" continues the nursing effect of indwelling catheter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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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nursing effect of "Internet + nursing service"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extended care for patients with home indwelling catheter treatment. Methods Th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from December 2021 to December 2023. All subjects received indwelling catheter treatment at home, a total of 60 
cases. Our hospital implemented continuous care for such patients, including 30 subjects who received "Internet + nursing 
service" on this basis, and 30 patients who did not receive it were the control group.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two nurs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mastery rate of urinary tube 
nursing knowledg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was smaller, and the cost 
of replacing urinary tube was lower,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receiving 
indwelling catheter treatment at home,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 nursing service" on the basis of continuous care for 
patients can improve patients' satisfaction and mastery of relevant knowledge, and the cost of treatment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are lower for patients, which can be widely promoted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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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因生理和疾病等原因，导致排尿困难，尿失禁

的患者，现在仍以留置导尿管治疗为主。但是，这是一

种有创的治疗方式，对于长期留置尿管的病人来说，因

为他们对护理的了解很少，在家里的自我保护能力也

比较差，所以经常会出现尿路感染[1]、导管堵塞等并发

症。所以，在患者居家接受留置导尿管治疗期间，对病

人进行延续性护理，可以有效地减少泌尿系感染等并

发症的发生。伴随着“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护理以多

种方式进行，它的受众范围日益扩大，它在节省医疗资

源、改善病人生活品质、促进护患交流等方面的优点日

益受到重视和推广[2]。本次研究将探索为居家留置导尿

管治疗患者实施延续护理的过程中，应用“互联网+护
理服务”的护理效果，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过程中选取的所有研究对象均为 2021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60 例在居家接受留置导尿管

治疗的患者，其中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均为 30 例，研

https://cn.oajrc.org/


蒋婷，李玲，郭春玲，曾丽媛                                       "互联网+护理服务"在居家留置导尿管延续护理效果 

- 117 - 

究组 16 例男性，14 例女性，年龄分布在 23-72 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 51.70±5.49 岁；对照组男性和女性均

为 15 例，年龄分布在 22-77 岁之间，评价年龄为

52.34±6.17 岁。本次研究在遵循医院伦理委员会办公室

相关条例及取得患者、家属知情同意下进行，同时对比

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差异没有显著性，P>0.05，
两组具有可比性。在试验开始之前，将试验的内容和研

究的目的提交给了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并得到了伦理

委员会的认可。 
入选标准：（1）格拉斯昏迷评分量表：GCS≤8分

的患者；（2）患者无法自主排尿，出院时需要带管出

院的患者；（3）生命体征平稳；（4）居家照顾者小学

及以上文化程度，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并能熟练掌

握使用互联网相关软件；（5）居家主要照顾者对此项

目开展无异议，并积极配合。 
排除标准：（1）放弃治疗，出院后无居家照顾者

的患者；（2）有较为严重的心、肺、肾等重要脏器以

及遗传性疾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护士实施常规延续性护理，内容是

关于病人留置导尿管的有关知识的教育，在出院后1个
星期内，由责任护士在 1 个星期内做一次电话回访，

接下来每两个星期再进行电话回访，重点是对留置尿

管的维护、观察和复诊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口头健康教

育。 
1.2.2 研究组：在对照组护理措施基础上加上“互

联网+护理服务”。 
（1）组建网约上门护理团队。建立留置导尿管延

续护理团队，开展网约访视护士的培训，并在培训后统

一进行评估培训结果：在护理部的指导下，采用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对护士进行岗前培训；制度学习、

服务规范等公共课程集中进行培训和评估；病人/看护

人的护理知识宣教、留置尿管的理论和技能培训均是

专科培训。 

（2）网约护理的实施流程。①用户端操作流程：

患方可以从微信公众号申请服务，当预约完成后，系统

会在病人的界面上，看到护士接受订单、出门服务、开

始服务、服务结束等信息。②管理端派单：当病人确认

订单信息后，派单员会在派单台接受病人的订单，然后

对病人的资料进行评估，再通过电话与病人本人、病人

的家属或者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进行联系，确定病人

的情况后，才能安排服务人员。③护士端操作流程：服

务人员接收病人的预约资料，对资料进行评价，拿到保

险后，就可以接收病人的订单，并且将整个服务过程都

记录下来，具体的费用需要根据消耗的实际情况决定。

④网约上门护理。首次上门护理时，评估收集患者留置

尿管并发症发生情况、相关知识掌握情况等等，对病人

进行个体化管理，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实施尿管护理知

识及技能的培训；在随后的每一次上门服务中，我们都

会对病人并发症发生情况、对导尿管的了解程度等进

行评价。同时，我们还会将三次上门护理时时所获得的

数据进行比较。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统计患者在护理满意度、尿管护理知识掌握

率、并发症发生概率以及更换尿管花费方面的差异。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数据，组间比较，P＜0.05 可

得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尿管护理知识掌握率、并发症发

生概率分析 
研究组患者对护理操作的满意度、尿管护理知识

掌握率均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概率小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显著（p＜0.05）。具体如下表 1 所示： 
2.2 更换尿管花费分析 
研究组患者和护理患者的花费分别为（214.15±

15.42）元、（415.42±24.52）元，研究组患者花费更

低，差异显著（p＜0.05） 
表 1  护理满意度、尿管护理知识掌握率、并发症发生概率统计表[n(%)] 

组别 例数 护理满意度 尿管护理知识掌握率 并发症发生概率 

研究组 30 29（96.67） 27（90.00） 0（0.00） 

对照组 30 25（83.33） 18（60.00） 4（13.33） 

χ2值 - 14.527 18.421 13.744 

P 值 -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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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有研究表明，居家留置导尿患者导尿管发生相关

性尿路感染达到 40％～50％[3]。无规范护理流程指导

神经外科昏迷患者留置尿管居家的护理，会增加导尿

管相关性尿路感染的发生率，增加家庭负担，降低病人

生活质量[4]。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文献资料分析与总结，可见居

家留置尿管患者护理方式主要集中在单一的建立专案

档案后进行出院健康指导、电话回访等方式进行居家

护理，对于行动不便的患者而言，较大程度地增加了居

家照护者护理难度，各类并发症的发生给患者带来了

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负担[5]。未实施“互联网+护理服

务”时，医护人员在患者出院前对患者/家属进行指导，

出院后进行电话或微信指导，但患者和家属不能很好

掌握留置导尿相关知识，导致居家护理不当产生较高

的导尿相关并发症[6]。 
实施“互联网+护理服务”后，专业的护士到患者

家中，在进行尿管护理的同时针对存在问题给予口头

及示范培训，培训中使用配有图文并茂的尿管护理流

程图解、尿管护理规范及家庭护理活动的调查表，上门

护理后 48～72 h，延续护理管理人员给予电话追踪随

访[7]，调查有无发生相关并发症、相关护理知识的再强

化指导，使得患者对尿管护理知识掌握率提升到

90.00%，并且研究组患者接受护理之后未发生并发症，

而对照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概率为 13.33%。 
“互联网+护理服务”在居家尿管护理的同时，针

对存在的问题给予有针对性的现场指导，让患者在家

就能享受到医疗机构一样的专科护理，避免了患者和

照顾者来回医院奔波及途中转运患者可能出现的意

外，整体降低了留置尿管护理的成本[8]，也使得患者更

换尿管产生的花费减少，患者总体护理服务满意度高

达 96.67%，凸显了“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优势。 
综上所述，为了使得居家留置导尿管的患者接受

更好的护理治疗服务，将该类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

降低，在延续性护理基础上实施“互联网+护理服务”

使得患者对留置尿管的认知水平被有效提高，降低并

发症发生概率和花费，提升满意度，将优质护理服务切

实落实到了实处，可以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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