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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对住院接受腰椎穿刺及相关操作治疗的患儿实施游戏疗法护理的效果与患儿的依从性进行分析探究'

方法
!

选取在海南省人民医接受治疗的
4(

例行腰椎穿刺及相关操作治疗的患儿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平均

分成对照组与试验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试验组在实施腰椎穿刺或相关操作治疗前开展游戏疗法!对比分析两组患儿痛苦情

况及依从性'结果
!

试验组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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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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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完成腰椎穿刺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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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脉搏增快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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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呼吸增快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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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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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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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评分"

*&$%i(&'$

%分(完成腰椎穿刺时间"

%8&%'i0&68

%

+;<

(术中脉搏增快发生率"

0%&*(5

%和呼吸增快发生率

"

0*&((5

%相比明显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试验组患儿完全依从率"

6*&((5

%与对照组完全依从率"

)(&((5

%相比

明显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住院患儿实施腰椎穿刺治疗过程中开展游戏疗法效果显著!能缓解患儿疼痛!

提高依从性!安全可靠'

关键词"住院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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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腰椎穿刺术是较为多见的一种诊断与治疗技术#简

称腰穿术)

$

*

(患儿年龄小#对治疗的认知性较差#心理承受能

力与疼痛耐受力较小#腰椎穿刺术作为侵入性操作类型#极易

诱导患儿形成一定的应激状态#进而导致患儿出现紧张'恐惧'

焦虑等不良心理情绪#无法配合诊断与治疗)

%

*

(针对这种情

况#医务人员多采用镇静剂进行治疗#其临床效果虽好#但不良

反应较大#且患儿机体承受能力较弱#易发生多种并发症#严重

威胁患儿的生命与生活质量(因此#为进一步研究住院接受腰

椎穿刺及相关操作治疗的患儿实施游戏疗法护理的效果与患

儿的依从性#本研究特选取
4(

例患儿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现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接

受治疗的
4(

例行腰椎穿刺及相关操作治疗的患儿作为本次研

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平均分成对照组与试验组#每

组患儿
'(

例(试验组男
%8

例#女
$0

例%年龄
8&(

!

4&(

岁#平

均$

*&(i%&8

&岁%病程
$&(

!

%&(

年#平均$

$&*i(&8

&年(对照

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8&(

!

0&*

岁#平均$

*&(i%&)

&岁%病

程
$&(

!

%&*

年#平均$

$&)i(&*

&年(通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

会批准#患儿家属均对本次研究目的和方法知情同意#自愿参

与本次研究并主动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两组患儿在年龄'病程

等基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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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和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

$

&患儿年龄
8

!

$$

岁%$

%

&患儿精神状态

良好#不存在精神方面的疾病#认知功能正常%$

8

&患儿神智状

态正常#可以配合研究%$

'

&征求患儿家长同意参与本次研究(

$&/&/

!

排除标准
!

$

$

&年龄
8

岁以下或
$$

岁以上的患儿%$

%

&

精神状态异常#或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的患儿%$

8

&神智不清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MAI1>.!E;<

!

TG<>%($)

!

U:E&$8

!

N:&$%



楚#无法配合完成研究的患儿%$

'

&未经家属同意参与本次研究

的患儿(

$&'

!

方法
!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主要有基础护理'心理护

理'饮食护理'健康教育等(试验组在上述基础上开展游戏疗

法#其方法为!首先在儿童病房内设置专门场地作为游戏区#在

腰椎穿刺术开始前
$(+;<

左右#安排
$

位临床工作经验丰富'

接受过患儿心理护理培训的护理人员作为本次游戏疗法的指

导护士#准备好科室下发的各种医疗类游戏模型#到病房陪患

儿做游戏#并且有意识地向患儿示范即将要进行的腰椎穿刺

术#逐渐渗透给患儿腰椎穿刺术的知识#指导患儿对护理人员

的操作过程进行模仿等(其次在游戏引导护士帮助下#将患儿

带入操作室#穿刺全过程均由该护士陪护#协助患儿摆好舒适

的体位#并且在确保不影响穿刺的情况下#提供给患儿手机'平

板电脑等游戏设备#转移患儿注意力等(

$&1

!

观察指标

$&1&$

!

分别对两组患儿腰椎穿刺疼痛感受情况进行观察#由

护理人员根据
ZM"!!

量表为标准#客观地对患儿的疼痛状态

进行评估#标准!有四肢活动'面部表情'哭闹'可安慰程度及体

位
*

个项目#每个项目评分为
(

!

%

分#总计
$(

分#患儿所得分

值越高#提示疼痛越剧烈(按照
O:<

,

7[AW>H

量表#让患儿主

观对其心理疼痛状态进行评分#总分为
$(

分#分数越高#疼痛

越明显(

$&1&/

!

观察两组患儿的依从性'完成腰椎穿刺时间'术中呼吸

和脉搏增快发生率(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R33$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分析#

计量资料以
MiB

表示#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
,

$

5

&表示#采

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儿疼痛感受评分情况对比
!

见表
$

(试验组患儿

ZM"!!

量表'

O:<

,

7[AW>H

量表评分与对照组相比明显较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两组患儿疼痛感受评分情况对比#

MiB

%分$

组别
, ZM"!!

量表
O:<

,

7[AW>H

量表

对照组
'( '&'%i(&*8 *&$%i(&'$

试验组
'( %&80i(&'% 8&%4i(&84

; $6&$0 %(&4%

!

%

(&(*

%

(&(*

/&/

!

两组患儿依从性情况对比
!

见表
%

(试验组患儿完全依

从率与对照组相比明显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X$'&(*

#

!

%

(&(*

&(

表
%

!!

两组患儿依从性情况对比'

,

#

5

$(

组别
,

完全依从 不依从

试验组
'( 84

$

6*&((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两组患儿完成腰椎穿刺时间'术中呼吸和脉搏变化情况

对比
!

见表
8

(试验组患儿完成腰椎穿刺时间'脉搏增快和呼

吸增快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明显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表
8

!!

两组患儿完成腰椎穿刺时间&术中脉搏和

!!!

呼吸增快发生率对比

组别
,

完成腰椎穿刺时间

$

MiB

#

+;<

&

脉搏增快

)

,

$

5

&*

呼吸增快

)

,

$

5

&*

对照组
'( %8&%'i0&68 %6

$

0%&*(

&

8(

$

0*&((

&

试验组
'( $$&(8i8&)0 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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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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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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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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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实施腰椎穿刺术进行诊治的患儿是临床儿科重点关注的

对象#对患儿腰椎穿刺术的实施效果#将直接影响家长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度)

8

*

(临床研究表明#腰椎穿刺不仅对医生技术和

护理技能要求较高#还与护士的心理质量密切相关)

'

*

(随着人

们对孩子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孩子患病后#在接受治疗与护

理的过程中对医务人员及护理人员的要求相对较高#腰椎穿刺

术是临床常用的儿科诊治手段#准确率高#疗效较好)

*

*

(但儿

童在实施腰椎穿刺术时#其身体分布的神经较为敏感#对疼痛

的感知力较高#增加了穿刺过程中患儿的痛苦(故为提高患儿

腰椎穿刺的成功率#减轻患儿痛苦#本研究主要对护士的职业

操作技术'游戏疗法的应用与其穿刺过程中患儿的疼痛感知状

况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详细的研究与对比#以便为患儿提供更

好的医疗卫生服务#减轻或消除患儿所承受的不必要的痛苦#

及时有效地保护患儿的身体与心理健康)

)

*

(对于患儿来讲#单

纯的语言沟通并不能使患儿清晰了解护理人员想要表达的内

容#而游戏作为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方式#能够引起患儿与

护理人员之间的共鸣#是十分重要的沟通方式之一)

0

*

(本研究

在腰椎穿刺开始前
$(+;<

左右#安排护理人员与患儿进行游

戏互动#并在穿刺开始至结束的整个过程中#均由护理人员全

程陪伴患儿#参与到整个操作过程中#有助于改善患儿的焦虑

状态#并建立良好的护患沟通关系#及时给予患儿语言的安抚#

或在必要的情况下#给予患儿肢体接触及必要的鼓励#使患儿

逐渐平复自己的情绪#避免生命体征出现大幅度波动#影响治

疗与护理效果等)

4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开展游戏疗法后#试验组患儿
ZM"!!

量表评分'

O:<

,

7[AW>H

量表评分'完成腰椎穿刺时间'术中呼

吸增快和脉搏增快发生率均明显降低#且患儿依从率显著升

高#与对照组相比具有较大优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游戏疗法是近几年来临床上新兴的一种儿科护理手

段#其主要是根据儿童的心理学分析而提出的措施#主要作用

在于通过游戏的方式#转移患儿注意力#并且通过游戏过程中

对腰椎穿刺术的模拟#使患儿内心恐惧状态外显化(根据与专

门安排的护理人员之间的互动#逐渐将穿刺术的整个过程渗入

到患儿能够理解的范围内#使其对穿刺术的大致过程有初步的

了解)

6

*

(游戏疗法的应用#提高了患儿对自我情绪的认知能

力#并使其更准确认识到自己的情绪#有效促进了患儿的内心

活动发展#提高患儿在自己面对各种困难时的承受能力与自信

心)

$(

*

(游戏疗法在为患儿提供游戏场所的同时#也为患儿提

供了一个排解恐惧和压力的环境#使患儿能在反复模仿穿刺术

的过程中习惯于对自己情绪的压抑#达到理$下转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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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以直达病变部位#纤维支气管镜在支气管结核的诊断

和治疗中得到较大范围的应用#可直接观察病灶形态#留取深

部痰液'病变组织标本#并可局部灌注或黏膜下注射抗结核药

物)

$(

*

(研究人员分析认为#同雾化吸入'局部灌注等给药方式

相比#黏膜下注射药物更能达到较高的局部药物浓度#增强抗

结核效果(本研究经过
$

年的治疗#接受了纤维支气管镜黏膜

下注射异烟肼的患者临床症状好转程度更高#咳嗽'发热'咯

血'气促和胸闷
*

项指标中#咳嗽'发热'胸闷
8

项观察组患者

好转程度高于对照组%进行肺功能检查#肺功能恢复更好#观察

组患者
U!

'

ZVU$

'

ZVU$

"

ZU!

增加更明显%深部痰液抗酸杆

菌涂片检查阳性率也是观察患者明显低于对照组(就治疗安

全性而言#由于是局部给药#剂量不大$

(&%

克"次&#次数不多

$最多不超过
4

次&#随访中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区

别#经支气管给药的治疗方案安全性与常规方案相仿(

总体来说#就本研究而言#经支气管给药治疗支气管结核

取得了更好的治疗效果#治疗的不良反应未超出预期#具有较

好的临床应用价值(限于标本数量#本研究不能涵盖所有支气

管结核的类型#有必要进行更多标本'更长时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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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护理效果(

本研究由有经验的护理人员指导患儿进行游戏#在整个腰

椎穿刺实施过程中全程陪护患儿#并且十分巧妙地使用平板电

脑等游戏设施#或患儿感兴趣的游戏设备来转移患儿注意力#

起到了安抚患儿情绪的作用#并且减轻了患儿对疼痛的敏感

度(不仅如此#游戏疗法的应用#提高了患儿在穿刺过程中的

配合能力#进而缩短了穿刺所用的时间)

$$

*

(在患儿即将接受

穿刺术治疗前#让其有心理准备#有利于减轻穿刺对患儿造成

的不适症状#减轻患儿家属的焦虑与恐惧#临床意义巨大)

$%

*

(

综上所述#在对住院患儿实施腰椎穿刺术治疗的过程中#

开展游戏疗法护理措施效果极其显著#较大程度改善了患儿的

疼痛状态#明显提高了患儿的依从性#较为安全可靠#具有十分

重要的临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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