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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尿失禁生物反馈与盆底肌训练的护理 
孙婷婷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泌尿三科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目的：本文主要的目的是研究性尿失禁生物反馈与盆底肌训练的护理措施。方法：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
30 名女性尿失禁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患者进行盆底肌训练治疗，对患者实施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最后对比患者的康复情况，护理满
意度。结果：30 例中治愈 26 例，有效 3 例，无效 1 例。26 例治愈患者主动配合护士；在 3 例病情好转的患者中，患者对疾病的治疗有很强的
信心，在治疗中合作更加积极；1 例无效，对该病的治疗信心不足，并多次要求在治疗时间之前终止治疗。患者对于护理的满意高达 98.88%。
结论：在治疗过程中，护士必须反复强调，患者清楚地认识到，目前的治疗只是开始。有必要制定长期训练计划，以便患者在疗程结束时仍能
每天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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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通过骨盆生物反馈治疗轻度、中度和迫在眉睫的尿

失禁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我院采用生物
反馈仪治疗骨盆肌中轻度中度尿压、性传播性尿失禁患者 30 例。
在治疗中，护士们提前给病人做了检查，结果更好[1]。 
1.临床资料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 30 名女性

尿失禁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本次选取的患者的平均年龄在
20-40 岁之间，产次在 1-3 次之间，病程在 2 年以上的患者，由
两位妇科医生给出明确诊断后，符合中压下非自愿尿失禁的诊断
标准。完全知情同意参加保守治疗。每周进行两次盆腔肌肉收缩
和松弛训练，持续两个月，每次 10 min。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无
统计学意义，但是可以进行比较。 

1.2 纳入标准 
患者的疾病诊断符合相关标准；患者同意本次实验并且签署

知情同意书；患者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是精神病史。 
1.3 排除标准 
患者不同意参与本次实验；患者患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病史。 

2.方法 
治疗方法：应用 FemiScan 生物反馈治疗仪配备有盆底肌肉

检测、盆底肌肉训练等多种模式，通过声音和图像信号反馈给护
士和患者。在护理人员的指导下，患者根据生物反馈提示的信息
收缩和放松肛提肌，借助放置在阴道内的生物反馈电极，检测肌
肉收缩信号。计算机辅助分析系统用于精确测量和分析盆底肌肉
表面的电信号和压力，然后以趋势线的形式在显示器上进行跟踪
[2]。 

护理干预：针对尿失禁的心理治疗干预和认知咨询，患者感
到脏乱异物，是什么造成了害羞、焦虑、自卑、孤独、敌意等心
理障碍，通过对不同气质人格的反映，表现出焦虑的恐惧、主观
的感官异常、失去帮助的类型和期望。因此，产前护理专业人员
应积极与患者沟通，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性格和心理活动，并
采取有针对性的心理措施，从照顾的角度，为病人提供适当的照
顾，消除他们的自卑感，缓和紧张局势，增强自信心.恐惧和焦虑
表现为不明、无法解释的恐惧和恐惧。在接触这类病人时，首先
要耐心解释病因，积极告知他们治疗过程及治疗后改善的可能
性；说明病人需要协助的方式，并解释在治疗的每一阶段都没有
疼痛可以安抚病人，并强调，认为治疗过程中的任何不便都可以
随时消除，让医护人员及时调整治疗剂量，减少。反馈治疗结果
并鼓励支持，以鼓励患者让他们和家人一起在大陆上开始家庭教
育课程后，以及进行肛交运动，为了避免繁重的体力劳动，并在
下次求助时询问。在重复治疗中，询问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包括

尿路刺激症状、生活质量和症状。患者反馈有助于医护人员调整
治疗数据和方案，提高治疗效果。 
3.结果 

表 1 治疗效果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N=30 26 3 1 96.67 
x    8.238 
p    0.001 

30 例中治愈 26 例，有效 3 例，无效 1 例。26 例治愈患者主
动配合护士；在 3 例病情好转的患者中，患者对疾病的治疗有很
强的信心，在治疗中合作更加积极；1 例无效，对该病的治疗信
心不足，并多次要求在治疗时间之前终止治疗。患者对于护理的
满意高达 98.88%。 
4.讨论 

病人在求诊时，应致力营造清洁、明亮、温暖、空气、隐蔽
的治疗环境，详细告知病人病因，生物反馈训练的特点和特点，
消毒仪器使用的原理、治疗措施，使其能够充分了解治疗过程，
通过言语、表情、态度、行为影响患者的感知、感知、情绪和态
度，使患者积极配合。接受治疗的患者多为绝经后女性，骨盆肌
肉无力，学习能力低，难以掌握动点，盆腔肌肉缺乏正确的定位
和收缩，护士必须陪伴病人，引导他缓慢、均匀地呼吸，集中思
想，尽可能不考虑任何问题。用表扬、鼓励和激励的话语，及时
纠正错误的缩略语。在治疗过程中，尽量将治疗师的显示屏对准
病人，让他看到整个治疗过程，并教导患者正确识别骨盆肌的收
缩形态，使其在仪器的指导下正确收缩骨盆肌，并通过与葡萄牙
的生物反馈确保治疗成功完成。通过双方的积极互动，绝大多数
患者很快掌握了正确的盆腔肌收缩方法。尿失禁患者治疗过程中
尿失禁，护士及时更换床单，并给予帮助和支持，以确保治疗顺
利完成[3]。 

综上所述，在治疗过程中，护士必须反复强调，患者清楚地
认识到，目前的治疗只是开始。有必要制定长期训练计划，以便
患者在疗程结束时仍能每天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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