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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网络护理模式对永久性膀胱造瘘术后患者病耻感及生活质量的研究"

贺利斌!刘宗泓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哈尔滨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远程网络护理模式对永久性膀胱造瘘术后患者病耻感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行永久性膀胱造瘘术的男性患者
.&

例!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
,#

例%观察组患者实施远程网络护理模式!对照组患者使用常规护理!对
&

组患者护理前和护理
#

个月

后社会影响"

Y[Y

$量表和生活质量问卷"

!2/6g2R62g

$评分进行比较%结果
!

护理
#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
Y[Y

&

!2/6g2R62g

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均较护理前下降"

!

$

('(-

$!对照组患者与护理前比较!各项评分略有下降!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护理前观察组和对照组的
Y[Y

量表及
!2/6g2R62g

各项得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护理
#

个月后观察组各项得分均较对照组下降"

!

$

('(-

$%结论
!

远程网络护理模式

能有效减轻永久性膀胱造瘘术后患者的病耻感体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远程网络护理#

!

膀胱造瘘术#

!

病耻感

中图法分类号"

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4$--

"

&(%)

$

($6(-%.6(,

!!

永久性膀胱造瘘术是指由于各种原因的下尿道

梗阻#从耻骨联合上缘穿刺进入膀胱放置引流管#将

尿液引流到体外的一种手术方法*

%

+

)主要用于患有

前列腺增生不能手术'尿道狭窄'尿道肿瘤行全尿路

切除术'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等需引流尿液者*

&

+

)

由于患者需终身携带引流管和集尿袋#同时可能会出

现泌尿系感染'结石'膀胱挛缩等并发症#由此还可产

生一种心理上的耻辱体验即病耻感#其表现为感到被

歧视'被疏远'不被理解等#术后各种生理'心理和社

会问题长期困扰患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6$

+

)

现探讨远程网络护理模式对永久性膀胱造瘘术后患

者病耻感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为制订持续有效的护理

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

院行永久性膀胱造瘘术患者
.&

例#均为男性)纳入

标准!$

%

&行永久性膀胱造瘘术者)$

&

&文化程度初中

及以上)$

,

&会使用互联网)$

$

&意识清楚#能较好地

配合护理干预)$

-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

&既往或

现有重大精神疾患和意识障碍者)$

&

&患有心'肝'肾

等严重疾病者)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

组)

观察组
,#

例#平均年龄$

-('4]%('#

&岁#其中前列腺

增生
%4

例#尿道狭窄
.

例#尿道肿瘤并行全尿路切除

术者
,

例#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
.

例)对照组
,#

例#平均年龄$

-&'(]%%',

&岁#其中前列腺增生
&%

例#尿道狭窄
-

例#尿道肿瘤并行全尿路切除术者
&

例#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
)

例)

&

组患者的年龄'文

化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护理方法

$'/'$

!

观察组采用远程网络护理
!

远程网络护理小

组在护理前结合自身的实际护理经验并查阅大量文

献资料#编制永久性膀胱造瘘术相关知识及日常注意

事项的宣传手册#并将其制作成幻灯片或者视频#内

容包括膀胱造瘘术的基本知识'适用范围'患者术后

造瘘口及造瘘管的护理#对患者的心理疏导'膀胱功

能训练'尿路感染的预防'饮食营养与药物指导等方

面)宣传手册经该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主任护师'

营养科医师'心理卫生中心医师等专家审核把关#保

证内容的准确性'科学性'适用性#并针对相应内容和

心理疏导方法对远程网络护理小组成员进行系统培

训)远程网络护理时间从患者出院后至
#

个月末)

建立专门的
gg

群和微信群#利用网络工具与患者保

持密切的交流'沟通#具体护理方案如下!$

%

&每
,

天

在
gg

群和微信群里推送
%

次宣传手册的幻灯片或

者视频#要求患者每周至少浏览学习
%

次#鼓励患者

在群里交流心得体会)$

&

&护理小组成员轮班值守#

及时在群里回答患者的各种与疾病相关的疑问)$

,

&

建立患者个人档案#了解其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术后生

活状况#对患者及家属进行个性化指导)$

$

&护理小

组成员注意观察并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及时进行心

理疏导#以减轻甚至消除期焦虑'抑郁'恐惧'耻辱等

心理)$

-

&对患者的饮食及药物的使用进行指导)

$

#

&指导患者对造瘘口及造瘘管的护理#并提示患者

每月到医院更换
%

次造瘘管)$

.

&指导患者如何进行

膀胱功能训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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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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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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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
!

对照组患者仅实施常

规的延续性护理#即患者出院时对患者及家属就术后

注意事项进行健康教育#每半月进行
%

次电话随访#

了解患者现状#给予相应指导#并提示造瘘管换管时

间#持续
#

个月)

$''

!

评价方法

$'''$

!

社会影响$

Y[Y

&量表
!

Y[Y

量表由
T[T0

等*

-

+

编制#由
*b6Q2*V

等*

#

+译成中文版#目前已广泛应

用于精神疾患'艾滋病'癌症等慢性病患者病耻感的

测量*

.

+

)该量表共
&$

个条目#包括社会排斥$

4

个条

目&'经济歧视$

,

个条目&'内在羞耻感$

-

个条目&'社

会隔离$

.

个条目&等
$

个维度)采用
%

#

$

分制
$

级

评分法#总分
&$

#

4#

分#分数越高#说明病耻感越重)

T[T0

等*

-

+研究的
!H8:I@MAf=

&

系数为
(')-

#

('4(

#

而管晓萌等*

)

+研究为
('))

#本研究
!H8:I@MAf=

&

系数

为
(')&

)

$'''/

!

生活质量问卷$

!2/6g2R62g

&

!

该问卷由

*V*1*̀ [

等*

4

+和
\*2

*

%(

+等编制并普遍用于评价造

口患者的生活质量#问卷共
,&

个条目#涵盖生理健康

$

%%

个条目&'心理健康$

4

个条目&'社会健康 $

.

个条

目&'精神健康$

-

个条目&

$

个维度)采用
(

#

%(

分制

进行评分#总分
,&(

分#分数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

差*

%%

+

)皋文君*

%&

+指出该问卷的
!H8:I@MAf=

&

系数为

('#4

#

(')4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YY&&'(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F]@

表示#组内与组间比较均采

用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
Y[Y

评分结果比较
!

护理
#

个月后观

察组患者
Y[Y

总分及各项评分均较护理前下降$

!

$

('(-

&#对照组患者各项评分与护理前比较#略有下

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护理前观察组

和对照组
Y[Y

各项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护理
#

个月后观察组各项得分均较观察

组下降$

!

$

('(-

&)见表
%

)

/'/

!

&

组患者
!2/6g2R62g

评分结果比较
!

护理

#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
!2/6g2R62g

总分及各维度评

分均较护理前下降$

!

$

('(-

&#对照组患者各项评分

与护理前比较#略有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护理前观察组和对照组
!2/6g2R62g

各维

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护理
#

个月后观察组各项评分较观察组下降$

!

$

('(-

&)见

表
&

)

表
%

!!

&

组患者
Y[Y

评分结果比较#

F]@

%分$

项目
观察组$

-3,#

&

护理前 护理后
; !

对照组$

-3,#

&

护理前 护理后
; !

Y[Y

总分
#(')4]%%'$% -&',.]%('#- ,'&.- ('((& #%'-&]%&',) -.'#,]%%'&. %',4$ ('%%#

社会排斥
&$'.,]#'%& &('%)]#'($ ,'%.- ('((, &-'..]-'4) &,'$4]-'-% %'#)& ('(4-

经济歧视
)',,]&'() #'%4]%')( $'##) ('((( )'%4]%'4) .'$-]%'-# %'.#% ('())

内在羞耻
%$'&$],'%- %%'(.],'(& $',-) ('((( %,'($]&'## %&'--]&'-% ('444 (',)#

社会隔离
%)'4#],'&% %-'&-]&'.) -'&$& ('((( %)'%,],'%. %#'#4]&'4. %'4)4 ('(-$

表
&

!!

&

组患者
!2/6g2R62g

评分结果比较#

F]@

%分$

项目
观察组$

-3,#

&

护理前 护理后
; !

对照组$

-3,#

&

护理前 护理后
; !

!2/6g2R62g

总分
%)&',%]%.'&$ %#&'(.]%#'%) -'%,# ('((( %.4'-&]%.'%) %.&'$#]%#')) %'.-4 ('()4

生理健康
$.'.#]$'%& $&'-)],'4# -'$,4 ('((( $#')-],'.& $-'.#]$'(. %'%)# (',%%

心理健康
#&'#$]$'$, -)',4]$'(- $'&$) ('((( #,',.]$'%( #%'-&]$'&% %'))4 ('(.$

社会健康
-&'%.]-'($ $)'(#]$'-, ,'-4- ('((( -,'%-]-'(& -%'(%]$'&4 %'4$$ ('(-#

精神健康
&#',)]&'$. &,'-%]&'&, $'%.- ('((( &-'))]&'$, &$')#]&'-. %'.,( ('(4%

'

!

讨
!!

论

!!

随着信息科学的迅猛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

变#互联网在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远程

网络护理模式也逐渐被医护人员所重视#专业护理人

员通过
gg

和微信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持续性的个性

化护理#及时掌握患者的生理'心理状态#为患者及家

属提供科学有效的自我护理方法和生活方式的指导)

有研究报道#远程网络护理模式能改善患者的恢复状

况#有效提高其病后的生活质量*

%,6%#

+

)

由于永久性膀胱造瘘术改变了患者的排尿途径#

患者必须终生带造瘘管和集尿袋#且造瘘口的不良气

味#影响了患者的个人形象#患者害怕被人嫌弃#担心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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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能接受而更愿意选择独处#由此产生强烈的自

卑感和孤独感*

%.

+

)有资料显示#尿路感染是永久性膀

胱造瘘患者最易发生的并发症#为了预防术后的各种

并发症#患者需要学习造瘘口'造瘘管等自我护理技

能#改变术后的生活习惯#从而增加了患者的心理压

力#加重其负面情绪体验#产生病耻感*

%)6%4

+

)

Y[Y

评分

反映了患者的病耻感程度*

&(

+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

远程网络护理模式的观察组患者
Y[Y

总分及各维度

评分在护理
#

个月后均较护理前下降$

!

$

('(-

&#而

对照组患者各项评分虽有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提示该种护理模式通过
gg

和微信群等

网络交流软件对患者进行术后注意事项的宣教'自我

护理方式的指导和及时有效的心理护理能够有效舒

缓患者的耻辱'抑郁'焦虑等情绪#减轻患者的病耻感

体验)永久留置造瘘管引流尿液#给患者的日常生活

带来很多不便#加之由此产生的各种心理因素严重影

响其生活质量)本研究结果表明#对照组
!2/6g2R6

2g

总分及各维度评分护理
#

个月后均较护理前下降

$

!

$

('(-

&#对照组患者各项评分略有下降#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远程网络护理模式通过

个性化的持续性护理#能够从生理'心理'社会和精神

等各方面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远程网络护理模式打破了传统护理模

式的时空限制#保护患者个人隐私#增加永久性膀胱

造瘘术后患者之间的交流和心得分享#使护理组成员

与患者的沟通也更加畅通#形成医患之间的积极互

动#有效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减轻其病耻感体验#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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