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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臨床上因疾病治療需要或身體功能喪失，導致必須放置存留導尿管之患者為數不少。從實務工

作中觀察發現，許多留置導尿管的患者下床使用輪椅時，缺乏適當位置可放置尿袋。除了容易導致

尿液逆流造成泌尿道感染的風險外，也使得患者不願下床活動，故引發本創新設計動機。本創新設

計「輪椅專用尿管掛帶」是使用安全帶材質並結合魔鬼氈及環扣之設計，具有質輕方便攜帶、拆卸

容易操作簡便與不佔空間好收納的優勢。使用時可依輪椅座面寬度大小調節適合之長度、同時還具

有能附加於輪椅隨輪椅收納不需拆下的好處，尤其本產品確保尿管尿袋位置合宜、坐於其上無異物

感、能降低尿袋破損率及泌尿道感染之風險為本創新的發展潛力。但需藉由工作人員或照顧者執行

裝卸，無法由病患本人自行操作為現階段之限制。未來若推廣應用於臨床實務工作中，將能落實提

升管路安全，降低泌尿道感染機率，提升患者生活品質。 

關鍵詞：尿管留置、尿路感染、輪椅、尿管掛帶 

1. 背景、目的與發展概念 

住院病人曾經歷短期導尿管留置之處置者約占 15%至 25%，其中約有 73%為老年人（標詩婷

等，2013），安養機構住民放置存留導尿管者更常見，估計約有 5-10%，且均曾發生過尿路感染（李

允吉、劉建衛，2010）。泌尿道感染是許多醫院及機構最常見的院內感染，約佔所有感染的 30-40

％，其中約有 90％與長期留置導尿管有關（陳瑛瑛、王復德，2013；Heudorf et al., 2016）。泌尿道

感染亦為住院老人常見的院內感染，其中 80%係留置導尿管所致（陳清惠、胡芳玟，2015），由此

可見長期導尿管與泌尿道感染之關聯及預防泌尿道感染的重要。 

留置導尿管會增加泌尿道感染的機率，假若又欠缺自我照護的相關知識就更增風險。例如臨床

上常看到留置導尿管的病人，下床使用輪椅時，會將尿袋綁在其腿上或輪椅兩側；也常見病人將尿

袋掛在輪椅煞車桿上，或以手提著尿袋乘坐於輪椅上，這些方式均容易導致尿袋位置高過膀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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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尿液回流，增加其泌尿道感染機率。輪椅沒有可以放置尿袋的裝置或位置，一則會影響導尿管留

置病人使用輪椅下床的意願，二則即使勉強下床，輪椅上無專門放置尿袋的位置，也可能會增加病

人下床活動時，導尿管折管及拉扯管路的機率，導致尿袋染污機率增加，使尿管留置病人暴露於泌

尿道感染的風險之中，嚴重時甚至會增加病人的致死率。 

由於留置導尿管會增加泌尿道感染風險，因此照護上均以協助病人盡早移除為先。若無法在短

期間移除尿袋，協助病患減少感染的風險便成為照護上的首要工作。因此，若輪椅上能增設有專屬

放置尿袋的設置，提供固定且合於預防感染的設計，不但可增加病患下床時安心的感受，也可降低

感染風險。目前實務工作中留置導尿管之尿袋最常見的有兩種，一為太平洋精密尿袋（如圖 1），

此尿袋頂端設計為一掛帶及綁帶，利於掛在床旁及輪椅上；一為小腿尿袋（如圖 2），可綁掛於小

腿上，使患者能自由活動行動不受約束，此尿袋較前一種尿袋輕便但可蓄尿容量也較小。此兩種尿

袋的設計雖便於病患在床上，利用綁帶或掛帶將尿袋掛在床旁使用，卻均不利於下床使用。以機構

長期使用尿袋的住民為例，最常見的狀況便是將尿袋掛於輪椅扶手旁、擱置在坐墊下方或腳踏板支

架上等。置於扶手旁的缺點是容易摩擦到輪子導致尿袋破損，且尿袋位置高於膀胱易導致尿液逆

流。放在輪椅坐墊下方的缺點是容易碰觸或摩擦到地板，增加感染風險。擱置在腳踏板支架上則有

不慎踩踏到尿袋、管路及染污的缺點。基於上述現象遂激發本研究創新動機。 

   

圖 1. 太平洋精密尿帶                     圖 2. 小腿尿袋 

2. 文獻探討 

2.1泌尿道感染之原因與預防措施 

以下從病人的易感受性與實務照護面兩大方面說明引起泌尿道感染的原因： 

(1) 病人的易感受性：凡女性、全身性慢性病史（例如糖尿病、腎功能缺損等）、營養不良、其

他部位有活動性感染、長期臥床病人或疾病嚴重程度高者均是高危險群（劉金珍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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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務照護面：未盡早評估拔除導尿管、導尿管留置天數過長（例如留置大於六天者）、導尿

管作業規範與實證文獻有落差、抗生素使用及導尿管護理技術不正確等，均可能致使泌尿

道感染機率增加（劉金珍等，2013）。其中導尿管護理技術不正確，包含有無菌技術操作錯

誤、未保持封閉的排水系統、尿袋應保持在膀胱以下且不可接觸地面等（曾芷華等，2012）。 

實務工作中儘管無法完全克服病人易感受性的因素，但若落實照護面的管控，則預防泌尿道感

染是簡單又易達到的。Seckel (2013)建議除了盡早評估移除病人不必要的留置導尿管、定期排空尿

袋、落實以標準的照護觀念與技術進行尿管清潔外，其他例如注意導尿管的順暢、保持封閉式引流

系統避免尿管壓折或反折以減少尿液逆流發生，以及注意尿袋放置的位置及高度，在任何時候都必

須低於膀胱，且尿袋排出口不可碰觸地面或其他接觸面如床欄、點滴推架，以減少尿液逆流及細菌

移生等均極為重要。經對照比較所有預防措施，其中「無論在任何時候尿袋都需維持在膀胱水平以

下」及「勿將尿袋接觸地面」這兩項，是最簡單方便亦不需花任何費用。因此，實有必要針對此發

展簡單便利的裝置以利於導尿管留置病人之使用。 

2.2 市售相關商品與專利設計比較 

市面上與本設計相近之產品有尿袋架、尿袋掛架及隱藏式尿褲等，茲將產品優缺點分析說明如

表 1。以尿袋架來說，無論塑膠製或金屬製，多適用於床邊固定，並不利於輪椅上使用。而隱藏式

尿褲雖有口袋設計，提供病患的尿袋妥適的擺放空間，且坐於輪椅上亦適用，唯價格昂貴。 

表 1. 市售相關商品比較 

坊間相關產品 價格 優點 缺點 

 
尿袋架（雙勾） 

http://www.solutions-

healthcare.com.hk/ 

NT$8 固定床邊尿袋，

以方便繫於床

邊。耐用不易變

形。 

輪椅無適當懸掛位置。若掛於輪椅

扶手，則尿袋無法低於膀胱以下，

有感染之虞，且尿袋可能易與輪椅

輪子磨擦導致破損。  

 
尿袋掛架

http://www.medishop.com.hk/ 

NT$61 方便尿袋吊掛於

床邊，金屬材質，

損毀時修復容

易。 

輪椅無適當懸掛位置，若掛於輪椅

扶手，則尿袋無法低於膀胱以下，

有感染之虞。且尿袋易與輪椅輪子

磨擦導致破損。 

 
隱藏式尿袋褲

http://24h.pchome.com.tw/ 

NT$1,580 適合外出穿著，

將尿袋放入左右

口袋。 

價格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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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了解相關專利設計研發進度與特色，研究者亦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專利資料檢索系

統進行查詢，第一階段先以「尿袋」為關鍵字，搜尋 2009 年 12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近五

年間的資料，共獲 118筆資料。再使用「管路」為關鍵字，運用布林邏輯縮小檢索範圍，並刪除「嬰

幼兒使用」及「作業規範」等資料，最後共得到 8筆相關專利資料，其專利技術簡述如表 2。 

表 2. 相關專利設計比較 

序號 名稱/專利序號 圖片 專利技術 

1 尿袋之吊掛本體改良

結構(M460644) 

 

吊掛內含導引、破孔、勾體等結

構，可綑綁於床邊或其他任何位

置。 

2 尿袋架 

(M433852) 

 

設計為座體，頂端有彎弧狀掛鉤，

座體的表面有圓弧狀的縱向剖槽。 

3 尿袋吊掛裝置 

(M371011) 

 

結構構成腰帶型態的腰環體，腰環

體上有垂直吊掛體，吊掛體上有數

個吊環，可依站、坐姿調整吊環位

置。 

4 尿袋放置袋 

(M469891) 

 

設計為袋體連接可環繞固定於腰部

或大腿的環繞帶，可將尿袋穩固的

固定於使用者所需位置。 

5 方便攜帶的尿袋外套

袋 

(M382116) 

 

具有適當收容空間的袋狀體，可供

尿袋得以置入並還有空間收納，底

部具有穿透孔，用以供尿袋底端之

排放管件可以穿出。 

6 可攜式護腰加管路懸

吊及收納裝置 

(M486405) 

 

結構包含腰環體、橫環體、懸吊

體、及袋狀體，可做為矯正身體姿

勢、減緩肌肉疼痛、懸吊及收納管

路的裝置。 

7 多功能收納褲 

(M387539) 

 

特殊設計的病患褲，增加了收納功

能，可將引流管及引流袋收納並隱

藏起來，適合病患攜帶引流管外

出。 

8 攜帶型尿袋包結構 

(M393298) 

 

包含一包覆體及一尿袋，包覆體設

有可以配戴於使用者身上之可調整

式伸縮帶；包覆體之內部形成一容

置空間可放尿袋，開口處設有可以

防止尿袋擺位之結合邊，於尿袋底

部設有洩尿的出口段與配合有衛生

套的套件相套，保護出口段不虞病

菌感染。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4(4), 2016 

http://journal.gerontechnology.org.tw/ 537 

由以上專利技術特質分析發現，雖然所有專利設計都有便於攜帶及著重隱私的考量，但大部分

的設計操作較為複雜，也無法控制尿袋低於膀胱之下，因此並不利於在輪椅上使用。再者，考量目

前實務工作中最為流通且使用量大的尿袋產品，具有質輕、價格便宜的優點，使用者可能對這類產

品已有習慣性。因此，本創新設計乃朝向不改變原本之尿袋，另以質輕、易拆卸、不佔空間、懸掛

時不會與輪椅輪子摩擦，且能附加於輪椅隨輪椅收納、不需另外拆下之掛帶裝置為主。 

3. 創新產品介紹 

目前市面上並無輪椅專用的尿袋置放掛帶，且輪椅上也缺乏任何可放置尿袋的位置，故本研究

設計理念是將創新產品應用於輪椅上，目的是讓有留置導尿管的病患使用輪椅時有適合放置尿袋

的位置，可避免管路懸吊、拉扯、尿液回流和尿袋磨損，也能減少尿袋耗損機率進而降低成本。 

產品形式為長條帶狀，開扣部分使用旁開扣以方便拆開，展開時如一條皮帶（如圖 3），扣合

時能依據輪椅座面大小調整然後繞至輪椅下方固定。配戴流程可按「扣、調、黏、推」四步驟完成

（如圖 4）。掛帶本體選擇與汽車安全帶相同的尼龍材質、調整環可調整長度，另設計尼龍布魔鬼

氈，方便尿管固定及利於尿袋懸掛（如圖 5）。 

本產品可適用於短期或長期留置導尿管之患者，它設計輕巧、攜帶方便、容易收納、使用簡易、

可依椅面寬度大小調節適合之長度。不僅在輪椅上可使用，亦可移行至桌椅上使用，使尿袋離地面

較遠，確保尿管尿袋的安全性、減低尿袋破損率，進而降低尿道感染之風險。 

 

圖 3. 輪椅專用尿管掛帶展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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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輪椅專用尿管掛帶操作步驟 

 

圖 5. 輪椅專用尿管掛帶扣合圖示 

4. 實用性陳述 

為了解使用者對本產品的看法，本研究乃製作樣品後，於北部某護理之家招募試用者及填寫問

卷。在操作經驗感受方面，以護理師及照顧者為招募對象，前者招募 3人後者 12人。實際產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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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感受是招募 5名能口頭表達，且使用留置導尿管的住民。問卷題目包含使用經驗例如操作便利、

裝置、卸除、固定、鬆脫與是否影響輪椅收納等 6題，以及坐在產品上是否有異物感、有無被拉扯

的感受等 2題。 

在操作經驗的調查結果顯示，75%（12名）的受訪者均覺得輪椅專用尿管掛帶裝置容易，11 名

(70%)受訪者表示拆卸也極簡單，而且裝置後尿管能牢牢地固定在此產品上。並且，有超過一半以

上的受訪者使用後，覺得此產品不會影響輪椅的收納、固定後不易鬆脫方便性高。5名長期留置導

尿管的住民，年齡均在 50 歲以上，平日坐輪椅時會將尿袋固定在煞車桿、綁在輪椅兩側或者放在

輪椅腳踏板支架上。5位中有 3位表示尿袋常常會掉在地上，使用本產品的時間平均為 30-60分鐘，

使用後均表示臀部沒有異物及被拉扯的感覺。綜合以上，產品特點說明如下： 

(1) 整體設計使用車用安全帶材質有彈性、韌性、輕薄、不易斷裂； 

(2) 帶體寬度適當，放置尿管不會太窄、好固定； 

(3) 使用旁開扣，扣合或打開快速、操作簡易； 

(4) 調整環可調節長度，適合各種輪椅，好固定不易滑動； 

(5) 使用魔鬼氈固定尿管，並掛置尿袋，快速、簡單易操作； 

(6) 試用者表示坐於裝置本產品的輪椅上，無任何異物感，於上方仍可加置坐墊，不會有任

何影響，可直接收納輪椅不需拆下。 

5. 結論與限制 

本創新設計「輪椅專用尿管掛帶」是使用安全帶材質並結合魔鬼氈及環扣之設計，具有質輕方

便攜帶、拆卸容易操作簡便、不佔空間好收納的優勢。使用時可依輪椅座面寬度大小調節適合之長

度，同時還具有能附加於輪椅、隨輪椅收納不需拆下的好處。目前已獲得新型式專利（新型第

M518550 號），適用醫療機構最常使用的尿袋。不過，若有其他形式的尿袋，仍需實際進行測試方

能了解適用性。目前，此產品裝置時仍需藉由工作人員或照顧者協助執行，無法由患者本人自行裝

卸，此為產品下一階段修正的目標，另外，有關產品重量，材料、縫製加工、整體外觀及價格等相

關設計細節亦須在實際商品化後方能評估。期待未來能夠有機會與廠商合作進行產品試用及量產，

並推廣應用於臨床實務工作中，以促進病患下床活動之便利，降低泌尿道感染機率，提升管路安全

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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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patients require indwelling catheters owing to loss of urinary function or clinical 

treatment. Observations in clinical practice revealed that patients with such catheters lack an appropriate 

location to place the catheters when using wheelchairs. In addition to the increased likelihood of urine 

reflux, thus resulting in the risk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the lack of ability to secure the catheters also 

made patients unwilling to leave their beds. These reasons were the motive for our innovation of a catheter 

strap for wheelchairs. The catheter strap uses safety strap material, Velcro and buckles. It is light, portable, 

easily removable, occupies little space, and convenient to store. During use, its length can be adjusted to 

suit the width of the wheelchair, and it can be stored away with the wheelchair without having to be 

removed. In particular, this strap ensures that the catheter is placed at an appropriate location, and that 

sitting on it does not cause discomfort. It also reduces the risk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and damage to the 

urinary drainage bag. Therefore, this product has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potential. However, at this stage, 

it has to be removed by staff or caregivers, and cannot be operated by the patients themselves. If this product 

is used extensively in clinical practice in the future, its implementation can improve indwelling catheter 

safety, reduce the risk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and enhanc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indwelling catheter,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wheelchair, catheter str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