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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場景
(clinical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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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60歲陳姓患者，長期臥床，身高160公分，體重38公斤，平
日飲食只喜歡吃蔬菜及稀飯，有一處3×5公分三級壓瘡位於尾骶
骨，此次入院為病人有發燒之情形，懷疑傷口感染而入院，病人
平日由媳婦照顧，詢問主要照顧者表示家中有一幼兒要照顧，所
以氣墊床使用就可以不需要翻身，又可以降低壓瘡的發生，入院
時護理人員未給予病人氣墊床使用，只提供傷口護理及翻身用
物，傷口護理使用1:20優碘濕敷，及每1-2小時翻身一次，但是病
人傷口無好轉且因行傷口擴創術有愈來愈大5×8公分之情形，家
屬表示以前其他醫院是使用白色的水換藥，傷口沒有現在這麼
大，而且其他醫院有讓我婆婆氣墊床，是不是因為妳們用的藥水
的問題及為什麼不給我婆婆睡氣墊床呢？現在傷口癒來愈大怎麼
辦？



臨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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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婦表示病人平日使用氣墊床
就可以不需要翻身，又可以降
低壓瘡的發生。入院時護理人
員因未給予病人氣墊床使用，
造成病人傷口無好轉且愈來愈大。



背景
壓瘡是長期臥床病人常見之問題。

壓瘡治療過程繁複、耗時，醫療龐大，
傷口若無完善照顧，除了延遲癒合外，
可能有傷口感染，甚至死亡之合併症。

壓瘡之改善與預防需要多方面考量，
如：營養、血循、改變擺位、減輕壓力、
換藥等。



背景
床墊種類
1.醫院用普通床墊(standard mattress)

2.高密度泡棉墊(high-specification foam mattress)

3.空氣墊或水墊

4.間歇性氣墊(alternating pressure mattress)

5.矽砂床(air-fluidizied mattress)

6.動態性空氣墊(dynamic air mattress)

7.低洩漏空氣墊(low-air-loss mattress)
身體受壓程
度

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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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C O
Patient 一位60歲尾骶骨壓瘡病人

Intervention 使用減壓床墊

Comparison 使用一般床墊

Outcome 壓瘡傷口面積減小



資料搜尋

資 料 庫 文章篇數

次級資料庫

Cochrane 8
UpToDate 2

初級資料庫

Pub Med 47
中文電子期刊 93

99/8/19



Cochrance
key word: mattresses 共8筆



UpToDate.
key word: mattresses 共2筆



Pub Med
key word:air bed bed sore共24筆



Pub Med
key word:pressure ulcer and mattresse共23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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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資料庫(CEPS)
關鍵字:壓瘡或氣墊床

搜尋結果: 93 筆資料



Cochrance



UpToDate.

減壓是預防

壓瘡最重要

的因素，可

應用於病人

正確的擺位

和使用適當

減壓裝置。



UpToDate.



等級:1B
醫學中心65個有壓
瘡病患隨機使用矽
砂床墊(air 
fluidized bed)結
果:
一.31個使用矽砂床
床墊病患傷口受壓
面積可減少-1.2平
方公分,34個使用傳
統海綿床墊增加受
壓面積+0.5平方公
分。
二.矽砂床床墊比傳
統床墊在改善壓瘡
皮膚受壓上有更多
的效果。



等級:1B
結論:隨機實
驗使用矽砂
床墊於84個
2級以上壓
瘡護理之家
住民,結果
有使用矽砂
床墊住民,
不管深淺壓
瘡傷口均有
超過3倍傷
口癒合率。



等級: 1A

分析：解除腳跟的壓
力能有效減少潰瘍發
生。泡沫床墊比標準
醫院床墊減能顯著降
低足跟潰瘍的發病率
度（RR = 0.50，
95％CI為 0.26-
0.93，p<0.03）泡沫
床墊也大大降低足跟
潰瘍風險。有證據支
持使用某些空氣或泡
沫床墊 /覆蓋在足跟
比起標準的醫院床墊
更能預防褥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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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4級
1.回顧性研
究分析664
個長期臥床
住民依使用
不同床墊氣
墊床對壓瘡
傷口癒合率
不同。
2.結果顯示:
使用矽砂床
床墊比低壓
氣浮床墊.
一般支持床
墊更能提供
更好的支持
介面以促進
壓瘡癒合。



CEPS



經由此文獻探討，適當支撐的減壓介面可減輕身體
受壓的程度，如氣墊床，其主要是藉由其材質本身與
厚薄程度，以達到不同程度的減壓效果。對於發生壓
瘡高危險病人若使用氣墊床、間歇性氣墊床或其他
高科技減壓裝置其實是有相當助益的。



CEPS
結論：

1.文獻探討，不同病患、

不同臥姿所產生之薦骨

足跟部位所發生之壓瘡

機率便有所不同。

2.壓瘡預防及治療除了解

壓瘡形成原因之外，若

更了解減壓器材之優缺

點，選擇適當又經濟的

減壓床墊，如氣墊床，

不但可減少壓瘡發生及

促進壓瘡傷口之癒合。



文獻評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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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評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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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否能應用於我的病人

※文獻內容與病患相符者有3篇，研究結果可
對病患是有助益

人口學特色：研究族群為60歲以上之安養住民、
手術後臥床病人、探討使用氣墊床對傷口影響程
度

危險因子：長期臥床、有壓瘡發生(尾底骨)

※我的機構能提供這樣的治療嗎?
目前本院無氣墊床可提供租借。



結論是否能應用於我的病人

※治療對病人的濳在的益處或風險：
使用氣墊床合併傷口處理應可增加療效。

※病人的價值觀及期望：
家屬不想使用二手貨或租借,建議自家中帶來醫院。



心得感言



心得感言
臨床工作忙碌，一切的解決方法就是「經驗傳承」此
次護理部推動實證比賽，剛開始害怕又擔心的心
情，從來沒聽過這實證兩個字!真是孤陋寡聞。

很慶幸自己參加了此次實證比賽，
學到了如何利用PICO原則來問問題，
文獻有等級之分？!
找尋文獻的過程當中非常的辛苦，
望著一堆的英文及中文資料，心中實在非常的害怕!不
過當找到有關的資料時，那時心中真的欣喜若狂呀！
Ω完成的過程很痛苦，享受了討論的充實感及分享完
成的喜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