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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腹膜透析導管出口護理 
 

一、目的 

維持導管出口清潔及乾燥，並預防拉扯受傷而感染發炎。 

 

二、何謂腹膜透析導管出口 

指腹膜透析導管穿出腹部皮膚部位。(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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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管出口處 

圖一、腹膜透析導管出口 

消毒範圍:直徑 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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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謂導管出口感染 

指細菌進入導管出口處，造成出口處周圍直徑 2.5 公

分內發炎，會有紅、腫、熱、壓痛及分泌物，且分泌物之

細菌培養為陽性。 

 

 

 

 

 

 

四、居家導管出口換藥 

(一)洗手、戴口罩，將消毒所需用物(紗布、棉籤、膠布、2%

克菌寧殺菌水溶液或優碘及生理食鹽水)放置清潔桌面

(圖二)，移除原來的髒敷料後再洗手，觀察導管出口處

有無紅腫熱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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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消毒所需用物 



 (二)用棉籤沾2%克菌寧殺菌水溶液，由內向外，採環狀消毒

皮膚約直徑5公分(圖三)，等待消毒液乾燥，避免與優

碘、生理食鹽水共用，會降低2%克菌寧殺菌水溶液的效

用。如果病人對2%克菌寧殺菌水溶液會過敏，則使用優

碘，棉籤同方式消毒，2分鐘後再使用無菌棉籤沾生理食

鹽水(圖四)，由內向外環狀將優碘擦拭乾淨，再以乾棉

籤擦乾。 

 

      

(三)以乾燥棉籤沾約米粒大小之抗生素藥膏(圖五)，塗抹薄

層在導管出口周圍，接著使用紗布覆蓋並將導管採U型固

定貼牢(圖六)。 

 

 

 

 

       

 

消毒範圍:直徑 5公分 

圖三、環狀消毒       圖四、生理食鹽水 

圖五、抗生素藥膏使用 圖六、導管固定方式 



五、注意事項 

(一)每日需洗澡，養成良好衛生習慣，可採淋浴或擦澡，切

記不可泡澡。 

(二)每日至少須做導管出口處傷口護理一次，尤其洗澡後或

流汗多時，應執行更換敷料及檢查傷口。 

(三)將腹膜透析導管固定，不可拉扯或扭轉。 

(四)絕對不要在導管附近使用剪刀或尖銳物品，如：針、刀

片等，以免劃破導管，導致細菌進入腹膜腔引起腹膜炎。 

(五)不要在導管出口處繫腰帶、抓癢，或任意塗抹藥膏、痱

子粉、乳液。 

(六)若發現導管出口有任何其他問題時，立即與腹膜透析室

聯絡並迅速就醫，聯絡電話：04-23592525轉3053、3054；

值班電話:0975-351810。 

      

           圖片來源: http://www.capd.org.tw/4_2/20080908.pdf 

六、結論 

對於腹膜透析病人，導管出口處的照顧是非常重要的

事，每日應養成檢查傷口及正確換藥，做好管路的固定，避

http://www.capd.org.tw/4_2/20080908.pdf


免因拉扯造成發炎；如未適當處理時，細菌有可能進入腹腔

造成腹膜炎，嚴重甚至需要移除腹膜透析導管。因此，切勿

自行服藥或塗抹成藥，應主動連絡透析室護理師並立刻就

醫，維持導管出口最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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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進行測驗，以確認您已充分了解 

1. 腹膜透析導管出口處傷口，每日至少需護理一次。 

○是  ○否  ○不知道 

2. 腹膜透析病人沐浴後或流汗多時，應執行更換敷料及檢查傷口 

○是  ○否  ○不知道 

3. 腹膜透析病人沐浴方式可泡澡。 

○是  ○否  ○不知道 

4. 腹膜透析導管出口處不能任意塗抹藥膏、痱子粉、乳液。 

○是  ○否  ○不知道 

5. 腹膜透析導管出口處附近不能使用剪刀或尖銳物品，如：針、刀

片等，以免劃破導管。 

○是  ○否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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