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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调查了解新生儿重症监护室'7?&U(住院患儿家属的焦虑状况$分析影响其产生焦虑

情绪的因素$便于临床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进行指导% 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问卷收集 7?&U"$$

名住院患儿家属的相关信息$用成人焦虑自评量表'RHR(对他们进行焦虑情绪的调查% 结果%与国内常模 =C6"=

\$6#B 相比$7?&U住院患儿家属的焦虑情绪评分'<<6BF \C6#:($明显高于国内常模'<Z$6$#(% 家属的焦虑情

绪评分与患儿的病情*自身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有关$也与家庭地域来源'城市或乡村(有关% 患儿的病情

重$家属的焦虑情绪评分高#文化程度高的家属焦虑情绪评分高于文化程度低的家属#家庭经济状况差$家属的焦

虑情绪评分高#来自农村的家属焦虑情绪评分高于城市的家属$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6$#(% 结论%7?&U住

院患儿家属存在明显的焦虑情绪$且焦虑情绪评分与患儿的病情*家属自身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及家庭地域

来源等有关% 7?&U医护人员除需对患儿进行救治外$还需加强与家属的沟通$对他们多一些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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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生儿科重症监护

技术的提高$新生儿科重症监护病房'7?&U(收治的

小早产儿和各种危重足月儿越来越多$由于新生儿

特殊的病理生理特点$患儿病情危重且变化快$随时

都有生命危险$如果家属不能及时了解他们孩子的

病情变化$易使他们产生不同程度的情绪改变% 患

儿家属的这种情绪改变不仅直接影响到医护人员对

患儿的救治$还可导致医患矛盾的发生% 在当前医

患关系较为紧张和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医患沟

通$增强医患信任$减少医疗纠纷$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通过对 7?&U患儿家属焦虑情绪的调查研

究$旨在了解患儿家属的心理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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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对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和医

患信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G对象与方法

#6#G对象

本次调查研究对象为 "$$: 年 F 月至 "$$: 年

B 月入住贵阳市儿童医院7?&U的 "$$ 名患儿家属$

其中病情相对稳定的患儿 B: 人$病情危重的 !!!

人#父亲 := 人$母亲 <= 人$祖父母*姨妈等亲属 F<

人#来自农村的家属 :" 人$城市家属 !$B 人#家庭经

济状况好 == 人$一般 :# 人$差 C" 人#大专及以上文

化程度的 << 人$高中及中专 =B 人$初中及以下

!!B 人%

#6!G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内容包括

受调查者的文化程度*来自农村或城市*家庭经济状

况以及患儿病情等相关信息#焦虑状况调查采用焦

虑自评量表' R-5NW>2,()MH)b(-,9RL25-$ RHR(

!!"

$量

表由 "$ 个项目构成$代表 "$ 个与焦虑有关的症状%

受测者按相应症状出现的频度对各项目进行回答$

量表主要评定项目为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按

其频度顺序记分% 将 "$ 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即

得粗分$经过公式换算!9_(),'!6"#b("$得到标准

分% 中国常模标准分均值为 =C6"= \$6#B

!""

%

#6%G调查方法

每天上午家属来 7?&U探视时$由调查者先向

家属解释本次调查的目的$征得家属的同意和配合

后$再向家属交代问卷填写的注意事项$强调需要根

据现在或过去 ! 周内的真实感受填写$问卷填写完

毕立即收回%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 "$$ 份$获得有效

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 !$$D%

#6JG统计方法

用 R0RR !!6$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

料的两两比较采用 8检验$多组资料的比较采用方

差分析$并对影响焦虑评分的因素进行直线相关分

析% <Z$6$#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结果

7?&U患儿家属焦虑情绪评分为 <<6BF \C6#:$

明显高于国内常模 =C6"= \$6#B '8_!<4"B$

<Z$6$#(% 其中危重患儿家属的焦虑情绪评分高

于病情稳定的家属'<Z$6$#($且焦虑情绪评分与

家属自身的文化程度*家庭地域来源'城市或农村(

及家庭经济状况有关%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家属

焦虑情绪评分高于高中组和初中组'<Z$6$#($但

高中组与初中组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6$#(#农村家属的焦虑情绪评分高于城市家

属'<Z$6$#(#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家属焦虑情绪评

分较高'<Z$6$#(% 见表 !% 对影响焦虑情绪评分

的相关因素行直线相关分析发现患儿病情*家庭地

域来源*家属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与焦虑情绪

评分呈正相关$其中患儿病情对焦虑情绪评分的影

响最大$见表 "%

表 #GRI([患儿家属焦虑情绪评分的比较G

'H\?(

分组 焦虑情绪评分 8或R值 <值

患儿病情

%稳定 <$6=! \"6=" !!6<F Z$6$#

%危重 <B6$# \F6BF

家属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 <B6=# \<6#! !:6=# Z$6$#

%高中 <=6!= \"6BC

%初中及以下 <"6!< \#6"=

家属来自

%城市 <#6<B \<6$: !#6$= Z$6$#

%农村 #!6FB \F6!B

家庭经济状况

%好 <"6<$ \:6$C ""6F$ Z$6$#

%一般 <C6B! \C6#B

%差 #"6$# \"6$!

%%表 !G患儿病情'家庭地域来源'家属文化程度和家庭

经济状况与焦虑情绪评分的相关性

相关因素 7值 <值

患儿病情 $6<= Z$6$#

家庭地域来源 $6"= Z$6$#

家属文化程度 $6!< Z$6$#

家庭经济状况 $6!< Z$6$#

%G讨论

医学的实践过程$实质上是医患间在技术上*文

化心理上及经济上的互动过程% 在这方面$起主导

作用的是医务人员$但也必须发挥患者的主体作用$

才能在这种互动中使医学目的得到全面的展开!="

%

由于目前我国每个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当孩子

出生后由于各种疾病的原因$需要进入 7?&U抢救

和治疗$家属承受的心理压力很大$尤其是一些早产

儿*危重患儿的病情重$病情变化快$其家属所承受

的心理压力就更大!<W#"

$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导致患儿

家属焦虑情绪的产生% 焦虑在临床上多表现为烦

躁$易怒$易激惹$紧张$坐立不安$并可伴随睡眠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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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以及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如心慌$心

悸$胸闷$乏力和出冷汗等% 焦虑的发生一般有一定

的诱因$也可通过一定的自我调节使焦虑情绪得到

缓解% 由于我国大多数医院 7?&U病房的设置多无

陪伴制度$患儿家属不能亲自护理和照顾自己的孩

子$不能随时了解孩子的病情变化$因此他们容易陷

入紧张*焦虑甚至恐惧等负性情绪中!F"

% 本调查研

究结果表明$7?&U患儿家属与正常人相比存在明显

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与患儿病情*家属自身文

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家庭地域来源'城市或

农村(等有关$与国内学者周凤玲等 !C" 和国外学

者!BW!$"的报道相似%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家属的焦

虑情绪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不仅可影响其自身的心

理健康以及对家庭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在一定程

度上还可影响医护人员与他们的沟通$容易导致医

患矛盾的产生和医患之间信任度的下降$增加临床

上医疗纠纷的发生$从而影响医疗护理质量的提高%

焦虑情绪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 7?&U特殊的设置

及探视制度$致使患儿在入院后与家属分离$家属对

于孩子的病情*治疗*护理及喂养等情况均不能随时

了解$另外由于7?&U治疗费用昂贵$且大部分是由

家庭自行承担$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一些来自

农村的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加重了家属焦虑情

绪的产生%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 7?&U工作的医护

人员应了解患儿家属的这种心理变化$体谅和理解

他们的心情$重视和加强与家属的沟通并熟悉和掌

握必要的沟通技巧$对家属给予一定的人文关怀$及

时和客观的告知他们患儿的病情及治疗等相关信

息$给他们以详细的解释$取得他们的理解*信任和

支持% 对于低收入家庭$待患儿病情稳定后$尽量缩

短监护期$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尽早使这些家属从

焦虑*恐惧的负性心理状态中解脱出来$积极配合医

护人员对患儿的治疗$促进患儿的早日康复$并可以

减少医患矛盾$降低医疗纠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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