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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专业小组联合早期家庭干预改善高危儿智能发育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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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心理与康复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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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分析院内专业小组联合早期家庭干预改善高危儿智能发育的应用效果&方法
!

选取高危儿
"''

例!随机分为

3

组"专业小组联合早期家庭干预$和
R

组"早期家庭干预$!另选
4'

例健康儿童为
!

组&随访
"$

个月!观察患儿家属干预技术掌

握率及应对问卷"

+!+e

$得分%儿童运动发育指数"

8*<

$和智力发育指数"

+*<

$分值%

SH2H--

智力量表各项得分%后遗症发生率&

结果
!

@

个月时
3

组家属干预技术掌握率"

(?:''b

$高于
R

组"

4$:''b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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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
+!6

+e

中+屈服,+回避,得分低于
R

组!+面对,分值高于
R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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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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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时
3

组
8*<

及
+*<

分值均

高于
R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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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时
3

组
8*<

及
+*<

与
!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个月时
3

组
SH2H--

智力量表各项指标得分均高于
R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3

组后遗症发生率"

?:''b

$低于
R

组

"

$$:''b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结论
!

院内专业小组联合家庭进行高危儿早期干预!能为家属提供技术和心理支持!

促进患儿智能发育!减少后遗症!值得推广&

关键词"专业小组'

!

家庭干预'

!

高危儿'

!

智能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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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儿是指胎儿期至新生儿期存在危害脑部因素的婴儿'

新生儿中
@'b

为高危儿#这类患儿潜在脑损伤风险#一旦出现

脑损伤则可致癫痫*智力低下*脑性瘫痪*行为异常*感知觉异

常#导致患儿智能发育迟滞#是婴幼儿时期主要致残病因(

"

)

'

近年来心理学和脑科学研究均表明#胎儿出生后的前
&

年均是

脑部发育最快的时期#该时期人脑具有很强可塑性#是智能发

育和学习能力提高的重要阶段#也是改善高危儿智能的关键时

期(

$

)

'目前高危儿的干预方式除院内干预外#还包括儿童保健

所*亲子园合作*家庭干预等干预方式#而早期家庭干预是目前

国内患儿家属选择最多的院外干预方法'但早期家庭干预由

于家属技术*健康知识不足*操作不规范等因素难以取得良好

的效果#且家长急于追求短期效果#但往往事与愿违#心理压力

巨大#难以坚持干预'因此#本研究成立院内专业小组#用于协

助家属进行早期家庭干预#取得良好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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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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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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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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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至
$'"4

年
?

月本院高危随

访中心高危儿
"''

例#随机分为
3

*

R

组#每组
4'

例'另选
4'

例健康儿童为
!

组'

3

组中男
$@

例#女
$%

例&出生体质量

$

$:&$Z':&'

%

`

C

&胎龄$

&&:%?Z":>$

%周&合并症!缺氧缺血脑

病
$

例*败血症
&

例*肺炎
4

例'

R

组男
$&

例#女
$(

例&出生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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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Z':$>

%

`

C

&胎龄$

&&:%%Z":>4

%周&合并症!缺氧缺

血脑病
&

例*败血症
&

例*肺炎
%

例'

!

组中男
$4

例#女
$4

例&出生体质量$

&:&'Z':%'

%

`

C

&胎龄$

&?:%$Z":%4

%周'高危

儿纳入标准(

$

)

!颅内出血*缺血缺氧脑病*

3

0C

JI

评分
'

(

分*

出生时体质量
$

(''

C

*孕周
$

&(

周'排除标准(

&

)

!先天疾病或

遗传代谢病*其他系统严重功能障碍*家属无法配合研究的患

儿'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

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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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

R

组
!

R

组患儿院内进行常规护理和早期家庭干预#

出院后嘱家属根据鲍秀兰编制的0

'

"

$

岁婴幼儿运动落后和

姿势异常的家庭康复训练法1干预患儿(

%

)

#叮嘱复查'

$:/:/

!

3

组
!

3

组患儿成立专业小组并联合早期家庭干预'

专业小组成立!$

"

%选取主管护师和副主任医师&护士工作年限

超过
?

年&小组包含康复科*生长发育科*儿童营养科医护士&

$

$

%小组成立后由主管护师和副主任医师负责干预质量把控#

组织高危儿智能干预培训#并强化随访技能*延续性护理应用

技能'干预系统的建立!$

"

%患儿在院期间由责任护士指导家

属填写院内自制0家属对高危儿智能干预技能的掌握情况1#评

估患儿病情&$

$

%召开小组会议分析患儿病情并建立档案#实施

系统管理#根据鲍秀兰编制的方法并结合实际病情以及家属对

干预技能的掌握情况制订个体干预计划#家属在院期间对其进

行技术培训&$

&

%通过电话随访*登门访问等方式定期对患儿各

阶段神经系统*体质量*心理发育等进行评估#记录干预落实情

况和复查结果&确保定期有医护人员登门访问患儿#访问频率

为前
@

个月每月
"

次#

(

"

"$

个月时为
$

个月
"

次'干预方法!

$

"

%全程心理干预'及时了解家属心理状态#干预负面情绪#使

其积极应对#并及时表扬其正确做法#对患儿病情有所好转表

示高兴和真心祝福#使家属看到希望&$

$

%针对不同时期#新生

儿期重点为视听训练#婴幼儿期重点训练记忆*行为和语言能

力&满月后了解患儿是否存在以下情况#满月扶坐头后仰#

&

个

月无法抬头#

%

个月拇指紧贴手掌并握拳#

4

个月俯卧前臂无法

支撑身体#

@

个月扶立脚跟不落地#

(

个月不会发-

/J

.-

LJ

.音

等#并提示家属注意观察&$

&

%针对不同病情增加针对措施#例

如肢体活动障碍及肌力异常则使用物理治疗#访问时及时了解

家属建议和不会的技术#手把手教会并再次强调下一阶段可能

使用的干预技术&$

%

%针对家属文化程度不同建议采用亲子活

动课程*家长学校干预*婴儿抚触*穴位按摩等多种方式配合院

内提供的专业小组干预进行'

$:'

!

评价指标
!

随访
"$

个月#观察干预前*干预后
@

个月*

"$

个月各指标变化'调查家属干预技术掌握率#使用院内专

家制作的问卷#每卷
"''

分#

(

@'

分为掌握#包括机体护理*智

能刺激等'使用医学应对问卷$

+!+e

%评估
@

个月后家属应

对方式(

4

)

&使用智能发育量表评估运动和智力发育情况(

@

)

&使

用
SH2H--

智力量表评估语言*社交*大运动*总发育商$

*e

%等

多项能力发育情况&记录有无后遗症'

$:1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9899"?:'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

量资料以
7Z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和方差分析&计数资

料以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4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干预
@

个月时两组患儿家属干预技术掌握情况及
+!6

+e

得分比较
!

3

组干预技术掌握率为
(?:''b

$

&>

"

4'

%#

R

组

为
4$:''b

$

$@

"

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4

%&

@

个月时
3

组-屈服.-回避.分值低于
R

组#-面对.分值高于
R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

!

&

组儿童干预前后运动发育指数$

8*<

%及智力发育指数

$

+*<

%分值变化
!

干预前#

3

*

R

两组
8*<

*

+*<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

&

组研究对象两两比较#检验水准
&

=':'4

"

&=':'"(

%&

3

*

R

组
8*<

*

+*<

均较
!

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干预
@

*

"$

个月时
3

组
8*<

及
+*<

得分均高于

R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个月时
3

组
8*<

及

+*<

与
!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

组儿童随访
"$

个月
SH2H--

智力量表得分对比
!

随访

"$

个月后#

3

组各项指标均高于
R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3

组与
!

组各指标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家属
+!+e

得分比较#分'

7ZE

$

组别
)

干预前

屈服 回避 面对

干预
@

个月

屈服 回避 面对

3

组
4' ">:&>Z&:$' "?:'%Z&:'$ "4:($Z$:"" "&:'@Z$:(" "&:">Z&:"% "(:"@Z$:4>

R

组
4' ">:">Z&:"@ "(:"(Z$:&" "4:@'Z$:@' "@:'4Z":(@ "4:$(Z$:?% "4:"$Z$:'&

= ':"% ":@4 ':%" @:'" &:&' &:&$

! ':?>"( ':"'%4 ':@?4@

$

':'4

$

':'4

$

':'4

表
$

!!

&

组儿童干预前后
8*<

%

+*<

分值对比#分'

7ZE

$

组别
)

8*<

干预前
@

个月
"$

个月

+*<

干预前
@

个月
"$

个月

3

组
4' (4:(4Z@:"$

#

>":@4Z@:%4

"

>(:%4Z@:>%

"

(%:$>Z4:@@

#

?>:(?Z@:%(

"

>>:>%Z(:''

"

R

组
4' (4:@?Z@:$4

#

?$:@%Z@:'& ?@:%?Z4:(" (&:%>Z4:%>

#

?':">Z@:4% ?4:@%Z@:$>

!

组
4' ?>:>(Z%:'" >@:$"Z&:?4 >>:'"Z%:44 >$:4@Z&:>4 >@:$"Z4:$& "'%:&'Z&:>4

K "'>:(& ((:'> @?:>& $$%:&> ?(:'4 "&(:$"

!

$

':'4

$

':'4

$

':'4

$

':'4

$

':'4

$

':'4

!!

注!与
!

组比较#

#

!

$

':'"(

&与
R

组比较#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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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儿后遗症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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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运动发育迟缓 语言发育迟缓 轻微听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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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智能发育主要是语言*运动*感知*发育以及思维*记

忆*心理活动等发展'婴幼儿时期的智能主要包括语言*大动

作*适应能力*社交行为*精细动作等方面的发育'婴幼儿时期

是智能发育最关键的时期'新生儿出生后
"$

个月内脑神经母

细胞快速增殖#当有害因素导致神经细胞死亡增加时#脑部某

些区域能再生成新的神经母细胞#大脑皮层中的晚期神经元移

行也能维持到出生后
4

个月#小脑皮层中能维持到出生后
"$

个月#因此在这段期间某部位神经损伤后能够实现重组#而脑

组织发育成熟后则无法再重组#因此早期进行人为干预能有效

促进高危儿智能发育(

(

)

'

有研究发现#早期干预时为患儿提供丰富的触觉*听觉*视

觉刺激#能促进大脑神经系统受损部位重建#使脑功能得到良

好代偿#调节肌肉运动协调性#促进智力发育#这种干预越早越

好(

?

)

'家庭是小儿生活*成长的天然场所#也是最佳场所#良好

的亲子关系给高危儿智能改善提供良好条件'华丽等(

>

)对早

产高危儿进行早期家庭干预#发现
$%

个月后患儿
SH22H-

中

*e

*社交*适应行为等分值均高于常规干预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4

%'但早期家庭干预在出院后由于家属得不到

及时的技术支持#且心理负担大#干预效果仍然不理想'因此#

成立专业小组协助家属后#本研究发现
3

组
"$

个月时
SH22H-

中
*e

*社交*适应行为等分值均高于
R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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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小组协助早期家庭干预具有以下优势!$

"

%专业小组的建立#合

理组织了新生儿相关各科人才#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技

能'例如心理学科人才负责患儿家属心理干预任务#能有效解

决家属心理负担重以及长期干预效果不明显导致的回避*屈服

心理#使其积极投入到患儿干预中'

3

组
@

个月时-屈服.-回

避.分值低于
R

组#-面对.分值高于
R

组$

!

$

':'4

%'小组成

员的培训再次提高了护理质量#组内质控制度确保各组员干预

措施落实到位'$

$

%集思广益制订符合每个患儿的康复计划和

随访任务#针对不同阶段#不同病情患儿特征给予家属针对性

技术指导#提高了干预有效性#提高患儿运动能力和智力'因

此干预
@

个月*

"$

个月时
3

组
8*<

及
+*<

得分均高于
R

组

$

!

$

':'"(

%'$

&

%定期登门随访和电话访问解决家属遇到的

干预问题#能显著提高家属干预技术#为家庭干预提供足够的

技术指导#预防后遗症'$

%

%根据家属文化程度建议使用多元

化的干预方式能进一步提升家庭干预效果'董海鹏等(

"'

)研究

报道#多元化干预模式下高危儿
8*<

*

+*<

分值上升幅度明显

高于单一院内护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综上所述#早期家庭干预为高危儿康复提供良好的环境#

而专业小组协助给予其技术支持*心理支持#短期内可改善高

危儿智能发育情况#甚至接近健康儿童'但本研究为短期研

究#专业小组配合早期家庭干预在远期中是否可行还需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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