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評估表

步驟一、	釐清您的決策：
您面臨的醫療決策是：

該如何選擇導尿方案？

您需要做這個決策的原因：

目前有三種治療方式，各有優缺點，須審

慎選擇 

您什麼時候必須做選擇：

當病人無法自行排尿或尿液解不乾淨時。

您已準備做決定了嗎?
○ 還沒想過
○ 正在思考中
○ 差不多可以做決定了
○ 已經做出決定

步驟二、	探索您的決策：
知　識： 列出決策選項及您所知的好處和

風險
價值觀： 針對以下的選項項目，請以1-5

評分來表示每個選項對您在意的
程度

確定性： 您偏好那個選項，確認您的決策
需求

該如何選擇導尿方案？該如何選擇導尿方案？

選項的比較

比較
項目

選項1. 導尿管留置 選項2. 間歇性導尿 選項3. 膀胱造口

照護
方式

容易照護，置放及更
換由醫療人員執行

要有手眼協調固定，需照顧者學習
容易照護，置放及更換由醫療

人員執行

更換
頻率

一個月1-2次
(塞住時需再更換)

一個月一次 一個月一次

優點

1.	較可避免自主神經
功能失調
2.	不須刻意控制喝水
量與時間

1.	感到獨立自主，可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控
制導尿時間間隔
2.	社交及工作上不會有失禁的問題
3.	協助家屬及病患返家後的自我照顧及生活
品質良好
4.	膀胱訓練機會成功

1.	管路清潔便利性高
2.	較舒適

缺點

1.需常清潔尿道口
2.容易尿道損傷
3.生活品質較差

1.	耗材花費及時間
2.	男性容易攝護腺尿道損傷不建議學
3.	導尿時疼痛、步驟複雜，須注意無菌技術
4.	較需要小心控制水分攝取量

1.	有手術需求
2.	女性不建議置放，因為尿道
太短。或腹部沾黏過不適合
3.	長期脊椎膀胱損傷需要固定
不動

感染
風險

長時間置放增加感染
風險，需定時更換

減少因尿液滯留或長期導尿管留置，而造成
的尿道感染及可以自由活動改善肌肉肌少症

長時間置放增加感染風險，需
定時更換

耗材
費用

約200元(居家換管及醫
院換管的費用不同)

約1,500元 約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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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選擇醫療方式會在意的項目有什
麼？以及在意的程度為何？

請依照下列各項考量，逐一圈選一個比較

偏向您的情況。

項目 不在意←—→非常在意

照護方式 1     2     3     4     5

耗材費用 1     2     3     4     5

更換頻率 1     2     3     4     5

感染風險 1     2     3     4     5

您偏好哪個選項？

○ 選項1. 導尿管留置

○ 選項2. 間歇性導尿

○ 選項3. 膀胱造口

○ 不確定

步驟三、確認您的決策需求：

知　識
您是否知道每個選項的

好處與風險？

○ 是

○ 否

價值觀
您是否清楚哪些好處與

風險對您是最重要的？

○ 是

○ 否

確定性
您是否對您的最佳選擇

感到確定？

○ 是

○ 否

步驟四、	您對治療方式的認知有
多少？

請試著回答下列問題：

(1) 間歇導尿就可以完全改尿失禁及生活

品質?

 ○ 對    ○ 不對    ○ 不確定

(2) 留置導尿管手後，完全不需配合喝水

及清潔就不會感染?

 ○ 對    ○ 不對    ○ 不確定

(3) 膀胱造口是永久的，不需擔心會腹膜

炎無法再次手術?

 ○ 對    ○ 不對    ○ 不確定

步驟五、	您現在確認好醫療方式
了嗎？

○ 我已經確認好想要選擇的治療模式，

我決定選擇：( 下列擇一勾選 )

○ 導尿管留置

○ 間歇性導尿

○ 膀胱造口

○ 我想要與家人朋友討論後再作決定

○ 我想要與我的主治醫師及照護團隊討

論後再作決定

開單醫師：                                        

病人或家屬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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