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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耳

烏雲密佈的午後，一陣陣打雷聲傳

來，坐在電腦前快速的處理文件，突然手

機響起，原來是之前照顧的病患家屬打來

的電話，病患又再度住進加護病房，希望

我能進去看他。

掛斷電話，匆匆趕到加護病房，看著

這位病患，沈睡的臉龐，全身插滿管子，

靠著呼吸器呼吸，原本就瘦弱的身體，更

顯單薄，也因為使用呼吸器的關係，兩耳

後被呼吸管磨破皮，覆蓋著厚厚的紗布，

也因為他好不容易睡著，故未打擾，旋即

離開加護病房。

長期倚賴呼吸器　造成耳後破皮壓瘡

一路上，一直思索著有沒有更好的防

護措施，可以幫助患者避免因為管路而造

成的破皮壓瘡。

對於長期臥床或某些特殊疾病患者，

「氧氣療法」是臨床常見的醫療處置項

目之一，應用於矯正低血氧問題，主要藉

由氧氣面罩、鼻套管、呼吸器或噴霧等醫

材給予；其中在低流速氧氣治療方面，臨

床上是以氧氣面罩及鼻套管醫材給氧最常

見。

由於在使用鼻導管時，會將管子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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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次的使用、改版，才改良為現今的防護耳版本。左圖為未外罩棉布的防護耳，其實也已經達到

避免破皮壓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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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研發

尖凸處放入病患鼻孔中，並將管子繞過耳

朵上方順繞至耳後，輕輕把固定圈推至下

巴；而氧氣面罩在使用時則會將面罩覆蓋

住病患口鼻，然後再把鬆緊帶繞過頭，帶

子調整於耳朵上。因此若長時間管路或鬆

緊帶長時間與皮膚接觸，容易導致壓瘡

(林、梁，2005；King, 2003)。

壓 瘡 為 持 續 性 的 壓 力 所 造 成 皮

膚組織的受損，避免皮膚完整性受

損，可於壓迫處使用適當小型的軟墊支托

(林、梁，2005)。目前臨床上針對氧氣面

罩及鼻套管耳朵的防護，是以紗布包裹醫

材防止受壓。

經我們四處訪談的結果發現，病患覺

得這種方式不美觀，而且時常滑來滑去；

而護理人員也表示因為會造成滑位，必須

時常調整，反而增加了護理時間。

  

取一塊方形化妝海綿(左)，以一

舊衣布將化妝棉套入並縫合。縫

合後成品如右圖。

縫上魔鬼粘底面。1/2縫於化妝海

棉上，1/2外露。然後翻面對側也

縫上魔鬼粘貼面。成品如圖示。

將氧氣面罩鬆緊帶或鼻導管置於

化妝棉中央。然後包住，並以魔

鬼粘固定即成。

置放方式：

防護耳的製作：



第五卷  第二期
第63頁

美觀又能固定　輕鬆揮別傷口

所以我們決定設計一個既能解決破皮

壓瘡，又能固定住、不亂滑動，還能兼顧

美觀性的防護用品──防護耳。

材料只需要一塊方形化妝粉撲 (長

5cm、寬4cm、厚0.8cm)、魔鬼粘、和一

小片棉質舊布料。

首先將化妝粉撲裝入棉布罩中，並縫

合，就像把枕頭塞入枕頭套裡一般；如此

可增加柔軟與舒適度。然後在化妝粉撲的

一面縫上魔鬼粘底面、翻面對側縫上魔鬼

粘貼面。接著將氧氣面罩鬆緊帶或鼻導管

置於化妝棉中央，對折包住後以魔鬼粘固

定，即完成防護耳的製作。

魔鬼粘的作用在於調整鬆緊度，防止

滑動。防護耳可固定於耳上或耳後，輕鬆

解決醫材直接接觸皮膚受壓的狀況。

低成本　高效益

於二○○五年一至六月臨床使用的效

果，十三位病患中，有兩位表示非常滿

意、另外十一位表示滿意。針對操作方便

性，則有五位病患表示非常滿意、七位表

示滿意、一位表示無意見。

花蓮慈院事先為需要氧氣療法的病人

帶上防護耳，大大降低了耳壓瘡的發生

率。且在時間效益上，若相較於使用紗布

防護，固定兩耳並調整，需花費約一分鐘

時間，若因紗布滑動，必須隨時調整，額

外付出不少時間；使用防護耳，固定兩耳

僅需十秒時間。

一個防護耳所需的材料，一組成本僅

約四十元，且可清洗重複使用，省錢又方

便，一點都不增加家庭負擔。

對於使用鼻導管或氧氣面罩的病患，

身體的不舒適已經難免，生活品質也在醫

護人員與家人的努力下勉力維持，誰願意

又因為這些器具而多了幾個磨人的傷口。

對於家人，醫療與生活上的照顧已經是很

大的經濟與心理負擔，防護耳的研發，也

能稍解他們疼惜病患的心情吧。

看到病者的苦痛，用點心、找到好方

法，苦痛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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