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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TPR)  
警示訊息 

發佈日期：2015.12.OO 
適用對象：所有醫療機構/所有醫療人員  
撰稿人：外部專家撰稿 
審稿專家：TPR 工作小組校修 
 

 

運用電腦資訊化降低輸尿管導管置入後忘記移除運用電腦資訊化降低輸尿管導管置入後忘記移除運用電腦資訊化降低輸尿管導管置入後忘記移除運用電腦資訊化降低輸尿管導管置入後忘記移除(更換更換更換更換)之風險之風險之風險之風險 

提醒 
在病患體內置入輸尿管導管後在病患體內置入輸尿管導管後在病患體內置入輸尿管導管後在病患體內置入輸尿管導管後，，，，應建立後續追蹤流程應建立後續追蹤流程應建立後續追蹤流程應建立後續追蹤流程，，，，可運用電腦資訊化的便利可運用電腦資訊化的便利可運用電腦資訊化的便利可運用電腦資訊化的便利

性性性性，，，，以避免忘記移除以避免忘記移除以避免忘記移除以避免忘記移除(更換更換更換更換)導管的風險導管的風險導管的風險導管的風險。。。。 

 
案例描述 
＜案例一＞病患是六十三歲男性，一年前因膀胱癌接受手術，之後左側輸尿管狹

窄而放置輸尿管導管，但病患並沒有定期回診。一年後，病患因嚴重的左側腎盂

腎炎及腎水腫住院，經檢查後才赫然發現病患體內有被遺忘的輸尿管導管，為了

控制感染，病患先接受左側經皮腎臟造廔以消除腎水腫，之後進入開刀房將導管

更換，但卻因為導管在腎臟端結石而無法順利移除導管，最後病患必須接受體外

震波碎石術將結石擊碎後，才順利將導管拔除。 

＜案例二＞病患是五十八歲患有末期腎病變的女性病人，因嚴重的泌尿道感染

入院，但在腹部電腦斷層的檢查下，赫然發現體內有一條輸尿管導管，而且膀胱

與直腸周圍都有膿瘍的發生，經再次確認病史，病患才依稀想起十年前於外院進

行子宮頸癌術後，體內似乎有植入導管，但是因為術後沒有任何醫囑，身體也無

不適，因此病患就忽略了導管的存在。我們在感染控制後，進入開刀房要將導管

移除，但在膀胱鏡下卻無法找到導管的位置，接著，我們發現膀胱與陰道已經出

現廔管，而且輸尿管導管也移位了，僅留存極小部份在膀胱內，最終還是無法由

傳統的內視鏡方式取出導管。 
建議作法 
1.輸尿管導管常用於處理輸尿管阻塞，但導管放置後一段時間內(三個月到半年)

必須移除或更換，否則容易發生感染或結石。一旦病患或醫師疏忽，就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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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嚴重後遺症。根據文獻上的建議，要預防此類事件發生，除了要有良好的

病患衛教(包含放置導管後的注意事項)，更重要的是設置一套良好的輸尿管導

管追蹤系統。 

2.目前文獻上認為使用電腦化資訊系統是最有效率的追蹤方式，由於目前大多數

醫院的醫療系統皆已經電腦數位化，因此我們建議可利用此架構來執行輸尿管

導管的追蹤，以減低建置電腦化系統的難度。 

3.可以使用電腦化批價系統直接建立病患與放置輸尿管導管的記錄，若有遺漏部

分，則可經由手術房護理人員衛材領用表與衛材庫存(消耗)量來進行比對，藉

此可以抓出未被批價的記錄。由於前述三部分原本皆有專人負責(批價書記、護

理人員與管庫人員)，不需進行再教育或增加工作量，只需要一名人員定期比對

三項資料，就能達到有效內部控管與導管追蹤的資料建立。 

4.病患體內輸尿管導管被移除(更換)後，可藉由電腦系統消除記錄，若導管超過

期限(三個月或半年)沒有被移除的記錄，則僅需指派一人先查詢病歷以確認導

管移除與否，如果確認是非醫療因素造成導管過期放置，則可電話通知病患回

診做後續處理。 

5.上述建議方式的好處是，以原有的電腦化架構與專職人員來進行導管資料建立

與內部管控，可以減少人力需求與遺漏風險。此方案若建構完成，則僅需一人

定期管理內控資料與聯絡病人，就能將病患忘記移除(更換)輸尿管導管的風險降

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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