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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開發  

尿壺擺放裝置之開發與臨床測試 

*溫明寰 張家玉 陳俞伶 張為傑 廖淑貞 

臺北榮總 護理部 

摘要 

人口高齡化，因病臥床病人持續增多，排尿護理十分重要，男性及少數女性病人透過使用尿壺

可以解決夜間或日常排尿自理問題。對於使用尿壺的病人，臨床上提供尿壺架，目的是讓活動不便

因住院期間而需要使用尿壺的病人，能夠方便易取，整潔擺放為原則。但大部分病人因尿壺架不合

用或不願意將尿壺放在床邊或桌椅上，於是直接放在地上，容易灰塵附著、細菌孳生，病人使用後

反而造成尿路感染率增加。而下床拿尿壺過程中，容易重心不穩導致跌倒，為改善尿壺置放問題，

開發尿壺擺放裝置，讓住院期間需要使用尿壺的病人，能夠方便易取，整潔擺放。2023 年 2 月 14

日至 24 日，利用觀察法並透過照相紀錄尿壺擺放方式與位置，查核 12 位病人，共 42 人次，尿壺

照護正確 24 人次，正確率僅為 57.1%。於是開發尿壺擺放裝置，設計四大理念為：固定穩妥、尿

壺不倒，使用簡單、容易清消，美觀大方、便於收納，高科技感、綠色環保。測試結果顯示病人及

照顧者使用滿意度達 100%，照護正確率提升至 93.8%。本尿壺擺放裝置可以彈性調整運用在不同

的設備規格，不受限於各種場域，非常適合推廣至各醫療院所、居家及長照機構，並且已申請通過

國內新型專利，將開發成產品，期能造福更多人。 

關鍵詞：尿壺擺放裝置、排尿護理、活動受限 

1. 前言 

隨著人口結構老化，臨床上受到高齡化的影響，臥床和下肢肌無力的病人增加，年長病人普遍

活動能力減退，自控能力下降，排泄需設備輔助或是他人幫忙；此外病人接受手術或諸多侵入性檢

查與治療，術後必須長時間平躺，使病人活動受限，如肝臟切片、血管攝影、熱射頻腫瘤滅除術等，

因此排尿護理十分重要，男性及少數女性病人透過使用尿壺可以解決夜間或日常排尿自理問題。對

於使用尿壺的病人，臨床上提供尿壺架，目的是讓住院期間年長或活動受限而需要使用尿壺的病

人，能夠方便易取，整潔擺放為原則。但大部分病人因尿壺架不合用或不願意將尿壺放在床邊或桌

椅上，於是直接放在地上，容易灰塵附著、細菌孳生，病人使用後反而造成尿路感染率增加而下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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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尿壺過程中，容易重心不穩導致跌倒，約有 10-15%的病人需使用尿壺，推估全台灣每日數十萬

人會用到。 

自 2012 年起，醫院陸續汰舊三搖桿鐵床改為電動床後，現行病房所使用的不銹鋼尿壺架，大

多為鐵床時期特別訂做購置的，舊款不銹鋼尿壺架，圓弧狀的掛鉤，掛在電動床接近方形的床欄上，

尺寸不吻合，產生了許多問題，諸如：床頭抬高角度增加後，掛在床欄上的尿壺架就會往下滑，為

了止滑，套上橡皮圈，雖可以加強固定，但也產生不易清消的缺點；掛於下方床架時，病人不好拿

之外，又因調整床體高度、角度時，經常不慎將尿壺架壓至變形，病人反映很像「破銅爛鐵」，觀

感不佳，變形嚴重的只好報廢（如圖 1）。 

 

圖 1. 受電動床擠壓變形的尿壺架 

2022 年 12 月病房發生病人因下床撿拾地上尿壺，造成重心不穩跌倒的案例，以自擬之問卷共

10 題(附錄 A)，調查 21 位護理師執行尿壺照護之認知及態度，前 8 題為認知，後 2 題為執行尿壺

照護上的困難與原因，多半覺得現行尿壺架無法妥善固定在床欄難以使用(66.7%)(如表 1)。故於

2023 年 2 月 14 日至 24 日，利用觀察法並透過照相紀錄尿壺擺放方式與位置，查核 12 位病人，共

42 人次，尿壺照護正確 24 人次，正確率僅為 57.1%。因舊式不鏽鋼尿壺架未能因應各批電動床床

欄尺寸，擺放尿壺時容易傾倒，無法穩妥固定掛於床欄或床架，因此病人經常捨棄尿壺架，直接將

尿壺放在床上、陪客椅、床上桌、床頭櫃、地面，甚至餐桌上，使用輪椅時亦不便攜帶，不僅使病

室環境髒亂、形象不佳，造成病人拿取、活動時，因重心不穩或不慎踢到，導致跌倒或尿液灑出滑

倒等情形，使照護品質不佳，也增加病人感染風險。訪問這 12 位使用尿壺病人及 7 位照顧者之看

法，共 25 筆意見資料，整理如下：「把尿壺直接放床上比較方便拿取」24.0%（6 人次）、「不知道

尿壺照護不佳會影響安全」20.8%（5 人次）、「不知道有提供尿壺架」16.0%（4 人次）、「尿壺架掛

於床欄易下滑或卡不住，尿液易倒出」16.0%（4 人次）、「不知道擺放位置及方式」12.0%（3 人次）、

「覺得尿壺及尿壺架都是不乾淨的，所以放地上」12.0%（3 人次），由上可知病人及照顧者以方便

取用、衛生、尿液不易撒出等主要訴求，但也不完全清楚照護不佳、擺放位置不當的影響(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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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 

為改善上述尿壺置放問題，經查找歷年相關資料，皆有不足之處，故引發設計尿壺擺放裝置的

動機，藉由本裝置之開發與臨床測試，讓住院期間需要使用尿壺的病人，能夠方便易取，整潔擺放。 

表 1. 護理師執行尿壺照護調查(N=21)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當尿壺擺放在不適當的地方時會糾正病人或家屬嗎？  

是 16 76.2 

否 2 9.5 

不確定 3 14.3 

護理師沒有及時拿尿壺架給病人使用的原因有哪些？  

現行尿壺架無法妥善固定在床欄難以使用 14 66.7 

現行尿壺架難清消 12 57.1 

因忙碌無法及時給予 10 47.6 

覺得病人不需要 4 19.0 

工作順序而言，這件事情相對不重要 3 14.3 

 

圖 2. 尿壺擺放方式與位置調查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11(4), 2023 

http://oornnl..genontehhno.og..ong.tw/                                                                                                                     356 

3. 文獻或學理依據 

3.1 妥善使用尿壺之重要性 

尿壺使用對象多為活動受限者，將之放在身邊、掛在床欄、輪椅或助行器上，無論躺臥、站立

或蹲姿方式，都可以方便解尿，讓活動不便者能有更多自由和衛生的環境，亦可幫助困難如廁的年

長者重新獲得自控能力(Góes et l.., 2019)。當尿意產生時，行動不便的人可能因迫切需如廁，如夜

尿、急迫性尿失禁及產生尿意時無法到達廁所而產生焦慮(Moon et l.., 2021)，醫療院所約 34%病人

的跌倒與如廁相關，其中不乏未提供或是沒有將尿壺置於方便取用處，以致病人解尿急迫於前往廁

所途中，或取用便器動作中發生跌倒。故提供病人安全的解尿過程及環境，妥善使用尿壺很重要，

將尿壺置於易取得處，可減少如廁過程造成病人跌倒(Rose et l.., 2020)。此外，Godbort 等人(2020)

提出居住於不清潔或環境髒亂病室之病人，相較於住在整潔且維持乾淨病室之病人，具有更高的醫

療感染之風險。若將尿壺置於地面會導致細菌孳生，病人使用後反而會導致尿路感染率增加（林玉

汶等，2017）。良好的病人照護，要能提供乾淨整潔的環境，除了能夠預防或控制醫療相關的感染，

更是維持病人舒適及尊嚴的重要因素(Nepl. et l.., 2020)。 

3.2 尿壺的使用原則及相關設計 

傳統尿壺設計開口為圓形，較適合男性使用，近年來，亦有開口弧度可貼合女性外陰部的女用

尿壺的產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0）。尿壺的基本設計多年來變動不大，壺身有一平面

可以平放，使尿液不易倒出，大多數尿壺都有把手，讓人方便拿取，主要以解決生理需要、促進安

全、擺放整潔為使用原則(Newmln, 2004)。歷年來護理人員為了幫病人解決尿壺取用、固定與擺放

的問題，國內外有不少相關的專利或創意設計，如：2002 年龍希文等專利號 M456802 輔具尿壺袋、

2005 年董曉婷等專利號 M510156 尿壺置放架；此外，運用懸掛帶防止盛放尿壺的盒狀容器傾斜

（徐春蕾，2015）、便攜式不銹鋼掛架（温薇，2018）、利用特大號的寶特瓶綁在助行器上，設計出

床邊站立式便斗（林周龍，2018）等，更甚直接於床欄上設計一槽位，將尿壺把手掛於床欄上，使

臥床病人能夠輕易地取得尿壺(Wiggenmlnn et l.., 2019)，均為護理科學又藝術的最佳詮釋。 

3.3 釹鐵硼磁鐵(Neodymium Iron Boron [NdFeB] magnets)之特性 

本設計採用釹鐵硼磁鐵，此種磁鐵是由釹、鐵、硼(Nd2Fe14B)形成的四方晶體，其磁能積(BHmlx)

是現今磁性最強的永久磁鐵，其體積小、磁力大的特性，被廣泛應用於電子產品、醫療科技、電動

車、太空科技等新興發展的技術外，更有無數生活應用的案例(Yrkse. et l.., 2018; Bonflnte, 2021)。

釹鐵硼磁鐵於高濕度之環境可能有腐蝕之虞，在任何溫度下，水蒸氣壓力小於 0.3個大氣壓之環境，

並不會產生明顯的腐蝕(Mlniklndln et l.., 2020)。釹鐵硼磁鐵本身磁力是自身重量的 640 倍，一般

的情況下，能吸起自身重量約 600 倍的物件。推估磁力吸力計算公式：磁鐵體積×密度×600，但精

確的磁吸力量仍需要實際測試較為準確（元鑫磁性材料有限公司，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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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不鏽鋼材質的清潔方式 

本設計利用不鏽鋼材質具重複使用、耐用度高、易清消等特性，主要成份為鐵和鉻，使用後以

中性清潔劑再以清水沖洗後擦乾即可重複使用（宇勵工業，2023），醫療院所為避免清潔不周而引

起交互感染，須依照醫院感染管制政策中物品之消毒及滅菌方法，病房常使用之消毒劑：70%酒精、

漂白水、四級銨化合物等，皆可用於不鏽鋼器材之消毒(臺北榮民總醫院感染管制中心，2023)。可

以利用腺嘌呤核苷三磷酸(Adenosin tniphosphlte, ATP)生物快速冷光儀，搭配特製 ATP 螢光酵素檢

知管，15 秒內立即提供檢測結果，活的細胞均含 ATP，活的微生物越多，ATP 就越多，故藉由偵

測 ATP 螢光反應的數值就可以反映樣品或者環境中的生物含量，數值由 0-9999 之間，以相對光單

位 RLUs 表示，1 RLUs 約等於 1 fmo. 的 ATP。檢驗值<500 RLU 認為是「乾淨」，醫院中的物品從

嚴要求以<250 RLU 為監控閾值(吳宛靜等，2020)。 

4. 方法 

4.1 設計流程說明 

近年醫院汰舊三搖桿床全面改為電動床後，舊案尿壺架，長 23hm 寬 13.8hm 高 12hm，掛勾寬

3.8hm 過窄無法掛於床欄，病人常放在床頭或掛於床下方床框上，調整電動床體高度或床頭床尾角

度升降時，經常不慎將尿壺架擠壓變形，故許多單位購買市售的鐵製置物籃，長 27hm 寬 12hm 高

6 hm，掛勾寬 4.7hm（如圖 3)，這兩種形式的尿壺架，掛勾皆無法符合目前電動床欄的寬度(4.15hm)，

前者尺寸過窄無法掛於床欄，後者過鬆，床頭搖高就隨之下滑，尿壺也隨之傾斜，若仍存有尿液則

容易倒出。 

 

圖 3. 常見的尿壺架規格 

為改善現況，經與病人會談，透過護理師「查找尿壺文獻」活動，共同討論，激發出創意尿壺

擺放設計概念，新案利用不銹鋼易清潔、釹鐵硼磁鐵體積小、磁力強且穩定之特性，將不鏽鋼作出

符合電動床欄寬度的彎勾，接合兩顆釹鐵硼磁鐵於掛架，搭配活動式鐵片，以奈米無痕雙面膠組合

於尿壺上。使用上，不受限位置、場域，符合電動床體，可以靈活調整移動(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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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實際測試 

經實際測試一顆 3x3hm2圓形，厚度 0.3hm 之磁鐵最大耐重可達 600 公克。考量所承受力矩不

同，磁力勾對尿壺為磁力 F，尿壺對磁力勾產生的正向力 N，要達水平的靜力平衡，N=F 重力不超

過最大靜摩擦力，尿壺就不會掉下來，任何一個力不等於，尿壺就會滑動(如圖 5)。經實測最大可

耐重至 800 公克，做為固定尿壺已足夠(如圖 6)。 

 

圖 4. 新案設計流程 

 

圖 5. 新案尿壺磁力勾力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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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實測磁力勾乘載重量 

5. 結果 

5.1 新案優於舊案之具體說明 

設計理念(1)：固定穩妥、尿壺不倒 

分別以 650m. 優碘水測試掛於左、右，前、後，內、外側電動床欄，並將床頭升高 45 度，微

轉尿壺 30 度，均能固定穩妥不會下滑。掛於輪椅，同樣測試 650m. 優碘水，推行約 100 公尺，均

能固定穩妥；新案設計靈活，不受床架及環境限制，固定穩定，不易變形，可微調 30 度角，避免

床頭搖高時造成液面傾斜容易傾倒。舊案尿壺架卡不進床欄，其他形式的掛鉤太寬掛不住，掛於床

體下方不易取用且易壓壞(如圖 7)。 

設計理念(2)：使用簡單、容易清消 

新案病房的病人 65 歲以上占七成，80 歲以上接近三成，新案磁吸式結構設計簡單，使用說明

「滑動」方式即可取下尿壺，用畢直接貼合回掛勾即可，長者病人在理解和操作上都沒有問題，護

理人員不需耗費太多時間指導病人或照顧者，都能輕鬆上手。醫院重複使用醫材之清潔消毒非常重

要，新案結構簡單無死角，清洗擦拭消毒容易，舊案的形式，網架接縫處多，清潔較耗時。ATP 抽

樣結果，「用畢後尚未清洗」時測量，新案數百到一千多，舊案菌落數則達數千到萬；用清水洗淨

後晾乾，新案<100 RLU，舊案 150-300 RLU，再經四級銨消毒巾擦拭後，新舊案皆<50 RLU，皆符

合清消後<250 RLU 之監控閾值。而尿壺部分，使用之後以消毒機清潔後皆<50 RLU，新舊案無差

異。新舊案消毒擺放三天後，舊案已超過監控閾值 250 RLU，新案仍能保持閾值以下(如圖 8)。 

設計理念(3)：美觀大方、便於收納 

體積小，方便庫存不占空間，6 個攤開擺放比 1 個舊案尿壺架的體積小許多，放於設備櫃中，

整齊不占空間，幫助醫護人員容易管理尿壺架(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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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4)：高科技感、綠色環保 

新案外觀時尚簡潔，磁吸設計具科技感，不鏽鋼材質具耐用、壽命長、易循環再利用等特點，

以「用得久」為考量標準，減少使用塑化或原生材料，降低能源消耗、碳排放，對環保作出貢獻。

舊案與新案雖同為不鏽鋼，但舊案無法與時俱進，必須淘汰。 

 

圖 7. 新案固定穩妥優於舊案 

 

圖 8. 尿壺、尿壺架及掛勾ATP抽樣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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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新案放於設備櫃與原舊案放於清潔間的實際情況比較 

5.2 使用成效 

經 2/14-4/30 試用期後，訪談 21 位護理師、1 位團體照服員、25 位病人及照顧者，以「您使用

尿壺架的滿意程度」採 Liken 五分：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勾選「滿意」

與「非常滿意」者，即為滿意，達 100%，另一個開放式「請您給我們使用後的看法」的建議中，

除反映新案具簡單操作、方便清潔等優點，同時也給予優化的建議：可縮短鐵片長度、寬度及厚度，

以減輕尿壺體重量 35 公克，不影響磁吸效果的條件下，即可再增加 35 公克盛載尿液的重量等。 

透過教育訓練、制定照護規範、制訂「尿壺照護正確性稽核表」(附錄 B)及不定期稽核、製作

衛教單張(附錄 C)、清潔採檢辦法，3-5 月照護正確率由 57.1%提升至 93.8%，進步率 64.3%，21

位護理人員試用期前後照護認知由前測 53.0 分，進步到後測 95.2 分，進步率 79.2%，其中正確進

步最多的題項為「尿壺架的固定位置」由前測無人答對，到後測有 20 人答對(如表 2)。試用期間

無病人發生跌倒或因使用尿壺造成的泌尿道感染，提升照護品質及病人安全，持續推展並追蹤成

效。 

表 2. 護理師對活動限制病人使用尿壺照護之認知調查(N=21) 

項目 前測 百分比(%) 後測 百分比(%) 

(1)尿壺照護的注意事項 19 90.5 21 100.0 

(2)指導病人尿壺使用注意事項 17 81.0 21 100.0 

(3)需要使用尿壺的情況 17 81.0 21 100.0 

(4)尿壺使用不當會造成的影響 12 57.1 21 100.0 

(5)尿壺使用後擺放的位置 11 52.4 21 100.0 

(6)常見病人使用尿壺時的姿勢 8 38.1 17 81.0 

(7)尿壺及尿壺架清潔及消毒 5 23.8 18 85.7 

(8)尿壺架的固定位置 0 0 20 95.2 

平均  53.0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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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與討論 

對於活動限制的病人常見的健康問題如下：皮膚完整性受損/與排泄物造成之失禁性皮膚炎有

關、潛在危險性感染/與無妥善清潔引起尿路感染有關、潛在危險性跌倒/與肢體無力、檢查、治療

或手術後活動不便有關等，尿壺擺放的照護上，要方便取用，且兼顧乾淨清潔及促進安全，是護理

人員及照顧者面對的考驗，透過改善設備，進而改善照護品質。 

根據北區某醫學中心 2022 年病人對護理人員滿意度調查開放式回饋結果中，對於護理人員主

動提供協助病人尿壺清潔照護的服務呈現高度滿意程度，由此可知，住院病人對於尿壺照護上的重

視。新案操作簡單，護理人員不需耗費太多時間指導病人或照顧者操作方式，使用者容易學習可以

輕鬆地將尿壺固定穩妥，增加使用意願，減少病人因下床如廁的急迫性造成跌倒，同時增加病人的

舒適感受。獨特之處在於使用磁力技術，讓尿壺能夠牢固地固定在掛架上，可調角度，不易變形及

髒污，外型簡潔，光滑無死角或凹溝，容易清潔消毒，避免感染。體積小，方便庫存，幫助醫護人

員容易管理尿壺。具有高拆卸式性能，擺放位置靈活不受床架及環境限制，病人不同情況需求(床

上躺臥、坐於床緣、下床站著、輪椅外出等)，各類輔具功能的延伸(床、輪椅、助行器、床旁椅等)，

均能將尿壺固定穩妥，提供更好的使用體驗。 

約有 10-15%活動限制的病人需使用尿壺，全院每日至少約 300 位病人會用到，推估全台灣每

日以數十萬人計，新案設計適合推廣至各醫療院所、居家及長照機構。對於長期臥床的病人或失能

者，減少尿壺意外滑動或倒出，確保病人的舒適、便利和衛生。對於居家需要暫時使用尿壺的老年

人或康復中的病人，也能發揮作用，讓使用者自行操作，重新獲得自控能力。或甚在公共場所，如

大型商場、購物中心或交通站點，提供臨時的尿壺設施，可以確保尿壺使用上的穩定性，提升公共

衛生品質。本設計於 2023 年 7 月 21 日取得中華民國新型專利(第 M644236 號)，未來將朝開發成

產品及與電動床廠商合作，期能造福更多人，極具推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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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護理師對活動限制病人使用尿壺照護之認知調查 

在針對活動限制病人使用尿壺照護上的問題，可能影響病人安全及住院照護品質，故設計本問卷，

期能深入瞭解護理師對此類病人在使用尿壺上常見的情況，作為改善照護之參考。問卷內容複選題共

10 題，謝謝填答。 

(1)哪些類型病人會需要使用尿壺？ 

A.尿管留置 B.下床易跌倒 C.檢查後須長時間臥床 

(2)尿壺使用後擺放的方式？ 

A.床欄旁 B.尿壺架 C.床旁桌 D.廁所尿壺架 E.地板 

(3)尿壺位置擺放不當，可能會造成什麼影響？ 

A.增加病人感染風險 B.尿液易潑灑 C.環境髒亂 D.造成病人跌倒 E.電動床壓壞尿壺架 

(4)知道尿壺架的固定位置嗎？ 

A.床欄外（遠病人端） B.床欄內（近病人端） C.床架 D.陪客椅扶手 E.輪椅扶手 

(5)指導病人使用尿壺時，應注意事項？ 

A.使用後要用水清洗 B.使用後需倒掛晾乾 C.使用後須放置在尿壺架上 

(6)尿壺握把的正確使用方式為何？ 

A.病人方便拿取 B.可用掛勾加掛於床欄或輪椅上 

(7)常見病人使用尿壺時的姿勢？ 

A. 左側或右側臥 B.仰臥 C.坐在床旁 D.站立 

(8)尿壺照護的注意事項有哪些？ 

A.可以留尿液檢體 B.使用後不須消毒清潔 C.尿壺中只有少量尿則不須倒掉 D.可與鄰床共用  

E. 以上皆非 

(9)當尿壺擺放在不適當的地方時會糾正病人或家屬嗎？ 

A.是 B.否 C.不確定 



尿壺擺放裝置之開發與臨床測試 

作者：溫明寰等人                        365               

(10)護理師沒有及時拿尿壺架給病人使用的原因有哪些？ 

A.因忙碌覺得麻煩未及時給予 B.覺得病人不需要 C.不知道尿壺架放哪裡 D.無法妥善固定在床欄上   

E.工作順序而言，這件事情相對不重要 

附錄 B.尿壺照護正確性稽核表 

尿壺照護正確性稽核表 

                     制定日期 1120206 

    單位：                   日期： 

稽核項目 稽核細項 
稽核床號/結果 

     

(1)尿壺擺放方式 

(1)尿壺口朝上放置，瓶身無傾斜      

(2)尿壺蓋需蓋上      

(3)廁所：尿壺可開口朝下瀝乾      

(2)正確使用尿壺架 

（其中一項即可） 

(1)尿壺放在尿壺架上，掛於方便取用處      

(2)放於廁所固定式尿壺架      

(3)尿壺衛生 
(1)尿壺內保持淨空無尿液留存      

(2)用畢清潔消毒      

*稽核結果符號表示：「」正確，「」不正確，「」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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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尿壺使用注意事項」衛教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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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novative Urinal Stand 

*Ming-Huan Wen, Chia-Yu Chang, Yu-Ling Chen, Wei-Chieh Chang, Shu-Chen Liao 

Deplntment of Nrnsing, Tlipei Vetenlns Genenl. Hospitl. 

Abstract 

Aging wor.d hlrse the popr.ltion stnrhtrne of orn sohiet. to hhlnge signifihlnt.. in the neln frtrne. 

Dre to the lging popr.ltion, h.inihl... the pnopontion of pltients with bed-nidden lnd .owen .imbs welkness 

hlve inhnelsed. E.den pltients lne mone pnone to hlve dehnelsed mobi.it. lnd implined se.f-hontno. lbi.it.. 

The. often need to be he.ped b. lssistive devihes on someone e.se to lssist with the voiding on defehltion 

pnohess. Thrs, nrnsing fon voiding on defehltion pnohess is ln impontlnt lnel lnd need orn lttention to 

exp.one. The devihe of rninl. hln he.p ml.e lnd l sml.. pnopontion of feml.e pltient to so.ve the pnob.em 

of inhonvenient voiding, espehil... drning the night to pnevent lhhident .ike fl..ing down. Uninl. stlnd hln 

prt the devihe of rninl. within nelhh b. hlnd, howeven, the tnlditionl. rninl. stlnd wls not sritlb.e on 

ldorstlb.e to hospitl. bed, tlb.es on whee. hhlin. Thenefone, pltients lne fonhed to prt the rninl. on the f.oon 

thlt wi.. be hontlminlted lnd inhnelsed the nltes of nosohomil. rninln. tnlht infehtion. Besides, fl.. down 

lhhidents nesr.ting fnlhtrnes/hontrsions hln hlppen drning the pnohess to pihk rp the rninl. on the gnornd. 

Fnom Febnrln. 14 to 24, 2023, the obsenvltion method lnd photognlph. wene rsed to nehond the p.lhement 

lnd .ohltion of rninl.s. 12 pltients, l totl. of 42 times, wene hhehked. 24 pltients took hlne of the rninl.s 

honneht.., lnd the lhhrnlh. nlte wls on.. 57.1%. Thenefone, l rninl. stlnd wls deve.oped. The mloon design 

honhepts fon the devihe lne ls fo..ows: stlb.e lnd drnlb.e, the rninl. wi.. not fl.. oven, simp.e to rse, els. 

to h.eln, belrtifr. lnd e.eglnt, els. to stone, high-tehh, lnd eho-fniend... The nesr.ts showed thlt pltient 

lnd hlnegiven sltisflhtion nelhhed 100%, lnd the lhhrnlh. of hlne inhnelsed to 93.8%. The honheptrl. 

innovltive rninl. stlnd wls designed to ovenhome the dnlwblhks of tnlditionl. stlnd. It hln be f.exib.e 

ldorsted lnd fitted to mr.tip.e eqripment within hospitl. wlnd .ike hospitl. bed, tlb.es on whee. hhlin. B. 

mlgnetih ldhesion design, the size of orn innovltive rninl. stlnd is sml.. lnd els. to steni.ize. Mone 

impontlnt.., orn innovltive rninl. stlnd hln l.so be rsed honvenient.. lt home on .ong-tenm hlne institrtion. 

This innovltive design l.neld. got the pltent (No. M644236, Tliwln, Reprb.ih of Chinl) b. govennment 

lgenhies lnd is ne.elsed on the mlnket ls l hommenhil. pnodrht. Hopefr... in the frtrne, b. widespneld rse 

of this innovltive rninl. stlnd, mone pltients hln be benefited lnd nef.ehted b. impnoved nrnsing hlne 

qrl.it.. 

Ke.wonds: rninl. stlnd, voiding hlne, nestnihted mobi.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