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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危重患者约束服的设计研究与临床应用

倪淑宇!韦
!

颖"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

3'/'''

$

!!

"摘要#

!

目的
!

有效预防和控制重症监护病房"

_S2

$躁动患者非计划拔管的发生率%方法
!

在原病员服的基

础上!根据危重患者多管道'穿衣不便'约束力不够等特性进行设计改造%结果
!

患者非计划拔管的发生率降低

"%$#Q

!相关并发症发生率降低
%'Q

%结论
!

危重患者约束服的应用缩短了患者在
_S2

的观察治疗时间!降低了

医疗费用!节约了护理人力资源%

"关键词#

!

重症监护病房#

!

危重患者约束服#

!

设计研究#

!

临床应用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9/3%%

"

"'!"

$

!.9""''9'!

!!

为了预防重症监护病房$

_S2

&患者发生非计划拔管#近几

年来#护理工作者常常采用约束带来捆绑患者#但通过临床观

察#使用约束带后#非计划拔管现象仍较平凡#往往是患者挣脱

约束带后#拔出管道#同时患者过度用力#往往造成患者手腕

部,脚踝部皮肤勒伤#而发生护理纠纷%另外#使用约束带#会对

患者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9"

*

+为了避免上述因素的发生#在

原病员服的基础上#利用力学原理#通过不断的改进与临床使

用#于
"'!!

年
!!

月本科发明了危重病员约束服#获得了国家

专利发明三等奖#现将其研究目的及方法阐述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对从
"'!'

年
4

月至
"'!!

年
!!

月住进本院

重症医学科的
#"'

例意识障碍躁动不安的患者随机分为实验

组及对照组+实验组
!.'

例患者#其中男
!3'

例#女
#'

例#平

均年龄
#&

岁#住院平均时间
#$%H

%对照组
!%'

例患者#均为男

性#平均年龄
#%

岁#住院平均时间
#H

+比较两组的基本资料#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实验组使用约

束服#对照组使用传统的约束带+

$$/

!

材料
!

采用全棉布制作#双拉头自锁拉链+

$$'

!

设计方法

$$'$$

!

在原病员服的基础上#在
_S2

患者常规放置管道的地

方#如!锁骨下静脉置管处,胸腔闭式引流置管处等#均设计开

口搭门#利于
_S2

患者各种管道的放置#解决
_S2

患者带多种

管道不便于穿衣服的难题+

$$'$/

!

胸腹部设计两条交叉宽大结实的约束带#对患者的上

半身起了很好的约束固定作用#防止患者起身拔管#节约了人

力资源#杜绝了躁动患者需由几名护士按压的现象发生+

$$'$'

!

多处采用双拉头自锁拉链#方便临床护士对进行患者

沐浴,更衣,输液等操作+

$$'$1

!

约束服背面部分镂空#便于护士交接背部及底尾部皮

肤时简单易行#简化交接班流程+

$$'$2

!

项目图例见图
!

+

/

!

结
!!

果

/$$

!

两组非计划拔管发生率情况比较
!

实验组
!.'

例患者中

发生非计划拔管
!

例$气管插管&#拔管发生率为
'$'%Q

#对照

组
!%'

位患者#发生非计划拔管
3

例#

!

例气管插管#

!

例
=

BAA

导管#

"

例股静脉置管#拔管发生率为
"$4'Q

+见表
!

+

/$/

!

两组患者四肢皮肤破损发生率情况比较
!

实验组
!.'

例

患者中无四肢皮肤破损情况发生#对照组
!%'

例患者#发生腕

部皮肤勒伤
!

例#踝部皮肤勒伤
!

例#关节功能障碍
!

例+

表
!

!

两组非计划拔管与发生皮肤破损情况比较*

&

&

Q

'+

组别
&

非计划拔管 肢皮肤勒伤及关节功能障碍

实验组
!.' !

$

'$'%

&

C

'

$

'$''

&

C

对照组
!%' 3

$

"$4'

&

#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C

!

#

'$'%

+

/$'

!

两组患者舒适度情况比较
!

约束服可以使患者四肢处于

功能位置#在为患者穿衣服的过程中已被约束#患者毫不知情#

心理上也不会造成负面影响#而传统的约束带必须将患者四肢

牢牢地绑在床缘上#给患者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通

过比较实验组舒适度高于对照组+家属认可度实验组也高于

对照组+

/$1

!

两组患者隐私保护情况比较
!

因患者身体常带各种管道

的原因#往往不能穿上衣服与裤子#当患者躁动时#被盖被踢

开#患者的身体就裸露在外#隐私得不到保护#危重病员约束服

在患者常规放置管道的地方均设计了开口#管道放置不受影

响#衣服,裤子均能穿上#隐私能得到有效保护#体现了以人为

本的护理理念#见图
!

+从观察组与对照组得出的结果不难看

出#危重病员约束服#在临床工作中充分体现出其可行性及优

越性+

图
!

!

危重患者约束服整体效果图

'

!

讨
!!

论

'$$

!

_S2

危重患者中#大多存在意识障碍,恐惧或严重不适

感#不能或不愿配合医护人员的检查和治疗#有意或无意地拔

除治疗或监测管道#不仅延误治疗而且对患$下转第
""'&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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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变化有着重要影响#只有糖尿病足患者情绪稳定#休息得

当#机体抗应激能力增强#积极配合治疗#病情才能好转%否则#

病足会持续恶化#只能截肢#最终给患者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

形成恶性循环)

!3

*

+因此#对某些因文化素质较低,缺少保健意

识表现的无所谓,不注意自己足部情况的患者#应耐心介绍糖

尿病的发病机制#增强患者对本病的认识#积极配合治疗和护

理+对某些思想负担重的患者#表现为焦虑,恐惧#针对这种心

理#护理人员应主动,热情地与患者交谈#讲解有关知识#关心

和安慰患者#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教育患者多了解糖尿病足

发生的原因#使他们保持良好的心态%同时#做好家属的工作#

要家属理解患者#从各方面帮助患者#使患者感到家庭的温暖#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综上所述#通过合理的足部护理预防措施和糖尿病足的健

康教育#可以达到预防糖尿病足的目的#降低截肢率+糖尿病

足的教育及护理是一项十分关键和艰巨的工作#随着医学发

展#对糖尿病足的认识不断深入#对糖尿病足的医疗,护理水平

也在提高+更新护理理念#掌握护理新知识#才能指导患者增

强对该病的认识和信心#坚持合理控制血糖#积极预防和治疗

疾病#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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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体造成一定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93

*

+因此#对这类患者适

当使用约束用具十分必要+然而#有研究显示#目前临床上使

用的约束带有
!'Q

左右未能起到防护性约束作用#其比例在

国内医疗机构中可能还要高%另有
"'Q

以上的患者在长时间

$

'

!"@

&使用约束带后出现不同程度的皮肤破损,肢体末梢循

环受阻,肢体神经受压致感觉异常,四肢关节功能障碍)

"

*

+造

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有!$

!

&约束带的制作材料粗糙#多为普

通帆布或纱带%$

"

&约束带固定过松或过紧%$

#

&固定部位不妥#

多限于手腕及踝部+因此#设计,制作符合
_S2

危重患者病情

特点的约束服并加以合理使用#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义+

'$/

!

危重患者约束服在
_S2

危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主要表

现在应用过程中尽可能趋向于安全,舒适,人性化的原则#将肢

体置于功能状态+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约束服后干扰治疗的

发生率及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传统约束带#故使其患者

在
_S2

留观治疗时间及费用显著低于使用传统约束带+

'$'

!

传统的约束#极易出现因疏于观察而造成约束带滑脱或

约束部位皮肤受损#最终出现护士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

既不利于团结和睦#又加重了护士工作的心理压力)

%94

*

+

'$1

!

危重患者约束服具有以下优点
!

$

!

&舒适#患者易于接

受%$

"

&固定牢靠#不易脱出#能降低患者干扰治疗情况的发生

率%$

#

&穿着方便#能有效保护患者隐私%$

3

&采用全棉布制作#

质地柔软#透气性好%$

%

&其与患者皮肤接触面积大#受力均匀#

局部压强较小#故对皮肤的摩擦损伤相对小%$

4

&不影响肢体血

液循环或压迫神经#从而降低约束带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使患

者在
_S2

的观察治疗时间缩短#从而降低医疗费用+

综上所述#危重病员约束服可以有效降低
_S2

躁动患者

非计划拔管的发生率#降低约束带相关并发症#增加患者舒适

度#有效保护患者隐私#缩短患者在
_S2

的观察治疗时间#从

而降低医疗费用#同时还节约了护理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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