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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行为训练对学龄期癫痫患儿的自我概念%

适应行为及自尊水平的影响"

刘大伟!

!仇爱珍"

"江苏省徐州市儿童医院'

!#

肾内风湿免疫科#

"#

康复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健康行为训练对学龄期癫痫患儿的自我概念&适应行为及自尊水平的影响效果%

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8

年
"

月该院收治的学龄期癫痫患儿
8"

例!按数字随机表分为
"

组!各
7&

例%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使用健康行为训练!对比
"

组患儿的自我概念&适应行为&自尊水平%结果
!

"

组

患儿护理后自我概念评分&适应行为评分&自尊水平评分均优于护理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观察

组护理后行为&躯体外貌&智力与学校情况&合群&焦虑&幸福与满足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护理后适应能力商数"

+)j

$评分及自尊量表"

WYW

$&缺陷感量表"

XbW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健康行为训练对学龄期癫痫患儿的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自我概念和适应行

为!提高自尊水平%

关键词"健康行为训练#

!

癫痫#

!

自我概念#

!

适应行为#

!

自尊水平

中图法分类号"

1'67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8"06'$$

"

"%!(

$

!%0!'&60%'

!!

癫痫是指大脑神经元发生突发性异常放电#使大 脑功能出现短暂障碍的慢性疾病*

!

+

(据相关资料显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2*S>3LC.A

!

S2

G

"%!(

!

T/C#!$

!

U/#!%

"

基金项目"江苏省徐州市科技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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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癫痫病因包括全身或系统性疾病)脑部疾病)遗传

因素等#其发病机制十分复杂#由于中枢神经系统抑

制与兴奋出现不平衡导致发作*

"

+

(近年来#我国儿童

癫痫发病率逐年升高#已达
7#'$5

#对儿童身心健康

产生严重危害*

7

+

(由于学校)社会对癫痫存在认知误

区和偏见#致使患儿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常被嘲笑和

排斥#对自尊心造成伤害*

'

+

(因此#对患儿的治疗不

应局限于药物控制治疗#非药物治疗如心理健康)行

为问题干预等也需加强*

$0&

+

(健康行为训练护理主要

运用于具有精神分裂症疾病的患者#通过实施改善其

社会功能#缓解精神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现探讨健

康行为训练对学龄期癫痫患儿的自我概念)适应行

为)自尊水平的影响效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8

年
"

月该

院收治的学龄期癫痫患儿
8"

例(纳入标准!$

!

&依据

癫痫协会
!6(6

年制订的癫痫诊断标准确诊为癫痫且

持续
7

个月以上者($

"

&具有简单交流能力者($

7

&

无其他系统疾病者($

'

&家长签署同意书者(排除标

准!$

!

&临床资料缺少者($

"

&中途不愿继续研究者(

$

7

&听力)视力障碍者($

'

&曾服用其他神经系统药物

者($

$

&癫痫手术史者(所有患儿按数字随机表分为

"

组#各
7&

例(对照组男
!6

例#女
!8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6#6$]"#%(

&岁%发病原因!颅内感染
!7

例#脑发育异常
!6

例#中毒
!

例#脑外伤
7

例%疾病类

型!全身发作
!8

例#部分发作
!6

例(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8

!

!"

岁#平均年龄$

!%#$7]"#!6

&

岁%发病原因!颅内感染
!"

例#脑发育异常
"%

例#中

毒
"

例#脑外伤
"

例%疾病类型!全身发作
!&

例#部分

发作
"%

例(

"

组患儿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医护人员在患儿入院

后进行健康指导#对家属进行简单入院介绍#告知家

长癫痫疾病知识#提醒家属在治疗期间的注意事项#

协助患儿进行检查与治疗(

$#/#/

!

观察组使用健康行为训练护理
!

$

!

&建立良

好护患关系!医护人员通过与患儿做小游戏等方式#

与其保持轻松)友好的关系#向患儿及其家长说明训

练的方法与目的(发放/我的特点0卡片#指导患儿在

家长的帮助下完成填写#提高医护人员对患儿的了

解#并帮助患儿正确了解自身的优)缺点#学会进行正

确评价#帮助患儿树立信心($

"

&制订训练方案!医护

人员依据患儿的行为状况制定个体健康行为锻炼方

案#并在方案中写出与人交际和面对压力的方法#以

及相关治疗癫痫药物的知识#包括正确进行自我服药

和管理药物的方法)如何识别药物不良反应与处理的

方法等(方案中注明休息)饮食)卫生)学习)活动等

注意事项#并将方案给予家长#使其充分了解训练内

容与目的#促使积极配合($

7

&集体授课!医护人员使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患儿进行健康知识宣教#通过角

色扮演和播放录像等方式对健康行为做出示范#确保

患儿均能正确模仿#出现错误由相关护士立即指导并

纠正#语气温和#耐心向患儿讲解(每周由主治医师

和相关护士进行授课#

"

次"周#

'%

分"次#持续
&

周(

医护人员平时对患儿进行个体健康指导#纠正其不良

行为($

'

&正性强化!医护人员运用儿童正强化物调

查表了解患儿对相关物品和活动的喜欢程度#通过正

性强化物对其良性行为给予奖励#鼓励继续保持(医

护人员在患儿病房制作宣传栏#记录每例患儿每日的

不良与良性行为#在每周末开展集体评比#对良性行

为最多者赠与喜欢的正性强化物品($

$

&家长培训!

医护人员定期对患儿和家长进行健康知识宣教#向家

长说明健康行为训练的价值与重要性#获得家长大力

配合#并积极监督患儿日常行为(建议家长认真阅读

行为训练方案#结合方案的内容与要求在生活中向患

儿起示范与榜样的良性作用#教育家长无需过分关注

患儿缺点#而应积极鼓励其保持良好健康行为#对患

儿给予充分鼓励#潜移默化地帮助其改正缺点(医护

人员在每次训练后与家长积极沟通#了解家长对此次

训练的满意程度及其他要求#并对疑问给予解答(出

院后#叮嘱家长记录患儿每日行为#并由专职护士进

行定期随访#了解患儿疾病情况与生活状况#

"

次"周(

$#'

!

观察指标
!

$

!

&自我概念!苏林雁等
!66'

年修

订的
K.><I0)2<<.I

儿童自我概念量表对
"

组护理前后

自我概念进行评分(评分内容!包含
(%

条问题#分为

智力)行为)合群等
&

个分量表(评分标准!总分低于

'&

分为自我概念水平低#分数越高则自我概念水平越

高*

8

+

($

"

&适应行为!运用儿童适应行为量表$

W+-

&

对
"

组护理前后适应行为进行评分(评分内容!包括

感觉运动)经济活动)劳动技能等#包括
$6

个项目#分

为
(

个分量表(评分标准!将量表总分换算为适应能

力商数$

+)j

&#

+)j

评分高于
!!$

分表示/强0#

($

!

!!'

分表示/正常0#

8%

!

('

分表示/边界0#

$$

!

&6

分表示/轻度缺损0#

'%

!

$'

分表示/中度缺损0#低

于
76

分表示/重度缺损0(分数越高#适应行为水平

越强*

(

+

($

7

&自尊水平!运用自尊量表$

WYW

&和缺陷感

量表$

XbW

&对
"

组护理前后自尊水平进行评分(

WYW

评分标准!采用
'

级评分制度#

!

分为/非常符合0#

"

分为/符合0#

7

分为/不符合0#

'

分为/很不符合0#总

分为
'%

分#分数越高则自尊水平越高(

XbW

评分标

准!包含
"7

条项目#采用
8

级评分制度#分数越低则

自尊水平越低*

6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KWW!6#%

统计软件进行数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2*S>3LC.A

!

S2

G

"%!(

!

T/C#!$

!

U/#!%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M]<

表示#使用
=

检验进行比较#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护理前后自我概念评分结果比较
!

观察组

护理后行为)躯体外貌)智力与学校情况)合群)焦虑)

幸福与满足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

组护理前后自我概念评分结果比较#

M]<

&分$

时间 类别 对照组$

'97&

&观察组$

'97&

&

= !

护理前 行为
!%#$!]7#87 !%#"6]7#$' %#"$8%#86(

躯体外貌
&#$!]7#"$ &#'(]7#7" %#%76%#6&6

智力与学校情况
(#7(]7#&! (#'"]7#7" %#%'6%#6&!

合群
&#77]7#%( &#"8]7#%( %#%(7%#67'

焦虑
8#'8]7#"% 8#$(]7#!6 %#!'&%#(('

幸福与满足
&#%6]"#7" &#!!]"#!( %#%7(%#68%

护理后 行为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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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护理前比较#

"

!

%

%#%$

/#/

!

"

组护理前后适应行为评分结果比较
!

观察组

护理后
+)j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

组护理前后适应行为评分结果比较#

M]<

&分$

组别 例数$

'

&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7& 88#&6]6#7' (6#6"]!!#!$

"

观察组
7& 8(#"']6#7& !%8#$"]!7#!6

"

= %#"$% &#!!'

! %#(%' %#%%%

!!

注!与护理前比较#

"

!

%

%#%$

/#'

!

"

组护理前后自尊水平评分结果比较
!

观察组

护理后
WYW

)

XbW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7

(

表
7

!!

"

组护理前后自尊水平评分结果比较#

M]<

&分$

组别
例数

$

'

&

护理前

WYW XbW

护理后

WYW XbW

对照组
7& !(#!$]'#"6 $6#"(]!7#%" "!#7$]'#$"

"

&&#!6]!'#$!

"

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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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行为训练对患儿自我概念的改善作用
!

观

察组护理后自我概念指标优于对照组$

!

%

%#%$

&#原

因为学龄期儿童已具备一定的评判眼光和自我价值

观#对社会压力具有感知#且多数儿童已学会自我评

价和自我批评(癫痫对学龄期患儿影响巨大#由于受

到来自同学等多方面的歧视与误解#加之学校未对患

儿采取良好的保护措施#易使患儿自我评价较低#形

成负面的自我概念(健康行为训练具有简便)快速)

有效等特点#通过让患儿在卡片中写下/我的特点0#

帮助患儿正确认识自我#学会正确评价方法#树立信

心(此外#建议家长在日常生活中为患儿树立良好榜

样和示范作用#鼓励患儿保持良好健康行为#从而改

善自我概念*

!%

+

(

'#/

!

健康行为训练对患儿适应行为的改善作用
!

观

察组护理后适应行为情况优于对照组$

!

%

%#%$

&#原

因为适应行为指人对周围社会和自然环境的适应与

能力#社会适应行为相比于自然环境与身体状况)智

力水平)家庭教育)生活环境等因素更加密切相关#且

可通过后天培养获得(癫痫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引

发神经元出现能量代谢异常)异常放电#导致神经元

受损#使患儿出现焦虑)抑郁)社会交往困难)适应行

为能力低下等问题(通过实施健康行为训练#患儿和

家长在集体教育中学习癫痫知识#并相互交流经验#

探讨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并寻求解决方法(患儿与患

儿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有效矫正其不良行为)缓

解不良情绪)重建正确认知(通过观看视频等方式#

进一步掌握疾病知识#加强自我保健和管理能力#提

高适应行为水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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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行为训练对患儿自尊水平的改善作用
!

观

察组护理后自尊水平指标优于对照组$

!

%

%#%$

&#原

因为长期癫痫的痛苦#且长期服药对患儿记忆力)思

维能力产生影响#降低患儿注意力#普遍出现学习困

难)学习成绩较差的现象#易受歧视#对自尊心和成就

感产生较大伤害(此外#由于长期缺乏鼓励与肯定#

易出现强烈的负面情绪#引发一系列行为和心理问

题*

!"

+

(通过实施健康行为训练#帮助患儿重新认识自

我#在日常生活中正确面对各类事件#传授患儿在环

境变化时有效控制癫痫)预防发生的方法#促使患儿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改善人际关系#缓解焦虑)紧张

等情绪#使患儿在亲身体验中感受成功的喜悦#增强

自信心#提高自尊水平*

!7

+

(

综上所述#癫痫易对学龄期儿童的生理和心理产

生损伤#形成心理障碍#因此对患儿实施有效的护理

十分重要*

!'

+

(健康行为锻炼通过实施护患关系建立)

正性强化)家长培训等护理方式#针对患儿心理特点#

有效提高护理质量*

!$

+

(健康行为训练对学龄期癫痫

患儿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自我概念和适应行

为#提高自尊水平#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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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表对仪器白细胞分类及复检规则进行验证

谢婧雯!姜
!

函!陈
!

琼!盛朝凯!李小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检验科!重庆
'%%%!'

$

!!

摘
!

要"目的
!

设计
Y?,>C

工具表对白细胞分类
aY0"!%%

仪器法与手工计数法结果进行比对!并验证复检

规则的有效性%方法
!

按照卫生行业标准
Ẁ

(

:"'&0"%%$

文件!选择
"%%

份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全血标本

为检测对象!比较人工镜检分类法和血液分析仪"

W

G

I@>?aY0"!%%

$自动分类法结果的一致性%制定
Y?,>C

工

具表和散点图计算不准确度及判断结果有效性#用
R2*@2A

软件对仪器报警提示复检规则进行有效性验证%

结果
!

完成了不准确度计算工具和散点图的设计#

"

种方法分类结果的符合率'中性粒细胞为
67#%5

!淋巴细

胞为
6"#%5

!单核细胞为
(&5

!

$

$5

的嗜酸性粒细胞为
!%%5

#仪器复检规则对异常细胞提示灵敏度为

6$#%5

!特异度为
$&#'5

!假阳性率为
""#%5

!假阴性率为
"#$5

!总有效率为
8$#$5

!提示推片率为
&6#%5

%

结论
!

该仪器的白细胞分类结果与参考方法相比能达到标准要求!并能对异常结果作出有效提示!儿童受检者

提示推片率明显高于成人!应更加注意异常淋巴细胞和未成熟粒细胞的报警信息%

关键词"血液分析仪#

!

白细胞分类#

!

复检规则#

!

Y?,>C

中图法分类号"

1''&#!!\7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8"06'$$

"

"%!(

$

!%0!'8"0%7

!!

深入了解血液分析仪白细胞分类计数性能是临

床实践的重要工作*

!

+

(为提高仪器白细胞分类的临

床适用性#本研究根据行业标准#将
W

G

I@>?aY0"!%%

血液分析仪白细胞分类结果与参考方法分类结果比

较#同时验证实验室自定复检规则的适用性(数据分

析过程中#利用
Y?,>C

的数据统计分析和作图功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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