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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在白血病患儿中的应用及对家属希望水平#

患儿心理韧性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小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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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汉中市中心医院儿科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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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人民医院儿科
!

1.".$$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

LOO

#在白血病患儿中的应用及对家属希望水平&患儿心理韧性

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9

年
.

月于汉中市中心医院接受治疗的
9#

例白血病患儿作

为受试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给予出院常规护理指导!研究组给

予
LOO

$比较护理前及护理
"

个月后两组患儿家属家庭功能)家庭功能评定表"

L5P

#*&希望水平"

T*>?@

希望

量表#!记录两组患儿护理前及护理
"

个月后心理韧性)心理弹性量表"

OP63S&O

#*&生活质量)生活质量评价量

表"

&L

#*水平$结果
!

与护理前比较!护理
"

个月后!两组患儿家属
L5P

得分均明显降低!且研究组得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4$8

#!

T*>?@

希望量表得分明显升高!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

$4$8

#'两组患儿
OP63S&O

得分&

&L

得分均明显升高!且研究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2

$

$4$8

#$结论
!

白血病患儿出院后实施
LOO

模式!可减少患儿家庭矛盾!提高其生活质量$

关键词"家庭护理'

!

白血病'

!

儿童'

!

心理韧性'

!

生活质量

中图法分类号"

31%%41

'

3#1%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1!67#88

"

!$.9

#

!#6%18!6$#

!!

造血干细胞异常增殖分化而引起的恶性疾病称

为白血病#是我国
8

岁以上儿童的主要死亡原因之

一)

.

*

(白血病的诱因目前尚不清楚#猜测可能与遗

传+辐射+化学+病毒感染等因素有关#临床上表现为

贫血+出血+肝脾肿大+发热等典型症状(临床上对白

血病的主要治疗方法为化疗#长期化疗可提高生存

率#防止复发#但化疗不良反应较多#对患儿影响较

大#且长期化疗对患儿家属的精神状态+家庭经济都

有较大负担)

!

*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

LOO

%考虑家

庭在患儿康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建立患儿+家庭与

医护人员三者的良好关系#强调家庭给予患儿良好的

生理+心理环境#为患儿康复提供支持(故本研究将

白血病患儿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以利用其最大限度满

足+保证和支持患儿需求的优势#改善患儿心理状态+

提高其生活质量#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9

年
.

月于

汉中市中心医院接受治疗的
9#

例白血病患儿作为受

试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

组各
#!

例(两组患儿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等一

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

%

$4$8

%#具

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

性别)

&

$

^

%*

男 女

年龄

$

O_L

#岁%

身高

$

O_L

#

B)

%

体质量

$

O_L

#

a

F

%

独生子女)

&

$

^

%*

是 否

民族)

&

$

^

%*

汉族 其他

费用来源)

&

$

^

%*

农村合作医疗 社会医疗保险 自费

研究组
#! !!

$

8!4#

%

!$

$

#14"

%

"4%_!4. .$84!_.94% .94#_%4! !9

$

""41

%

.#

$

%%4%

%

%7

$

7!47

%

%

$

14.

%

.9

$

#!47

%

.8

$

%841

%

7

$

!.4#

%

对照组
#! !.

$

8$4$

%

!.

$

8$4$

%

"4!_!4! .$84%_.94# .948_%4. !1

$

"#4%

%

.8

$

%841

%

%9

$

7$48

%

#

$

748

%

.7

$

#84!

%

.8

$

%841

%

9

$

.74.

%

$4/

!

纳入和排除标准

$4/4$

!

纳入标准
!

$

.

%实验室检查均符合,儿童白血

病的诊断和治疗-

)

%

*中相关诊断标准&$

!

%首次确诊

者&$

%

%年龄
'

.!

岁&$

#

%患儿及家属知情并签署同

意书(

$4/4/

!

排除标准
!

$

.

%身体状态欠佳不能接受化疗

者&$

!

%家属无法与医护人员沟通者&$

%

%代谢功能异

常或合并恶性肿瘤者&$

#

%伴有精神疾病或不能遵从

医嘱者(

$4'

!

方法

$4'4$

!

护理方法
!

对照组患儿出院后进行常规护理

指导#与其家属沟通患儿出院后的治疗护理措施#每

个月进行电话随访#了解患儿病情发展情况(研究组

患儿出院后进行
LOO

模式#护理内容如下(医务人

员方面!$

.

%制订相关医护人员岗位责任#负责患儿住

院期间及出院后的相关治疗+护理问题($

!

%制订相

'

!8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MEHN*2O=CD

!

P*B*)H*>!$.9

!

Q;=4.8

!

-;4!#



关陪伴制度#要求家属尽量
!#@

陪伴患儿#及时发现

患儿生理上的问题并处理($

%

%对患儿喜欢或所需的

合理性物品及要求#医护人员尽量满足#减轻患儿因

疾病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家庭方面!$

.

%白血病患儿

治疗方式主要采用化疗或放疗#虽然可缓解患儿病

情#但也会使患儿产生严重不良反应#医护人员应引

导患儿家属正面接受患儿因治疗而产生的不良反应#

缓解家属情绪#解决困扰($

!

%家属因患儿年龄小#没

有在意或未深入了解患儿不良言行或内在原因#家属

忙于处理各种问题#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进行沟

通&家庭内部应每天或几天抽出一段空闲时间互相倾

诉内心#沟通彼此看法#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

%孩

子是家庭的希望#当患儿得了白血病#家属在情感和

精神上会出现较大的打击#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患儿身

上#从而忽略了自身的情感需求&家属应适当释放自

己的情感#防止出现失眠+抑郁等症状($

#

%患儿家属

常常会对患儿采用刻板的控制方式#限制患儿的各种

行为#过多干涉患儿的兴趣爱好#安排患儿进行自己

认为可行的事情#容易使患儿产生孤单+无助的感觉#

以至于不能很好地融入到伙伴中(家属对患儿过分

保护#也影响了患儿成长过程中必要的自我解决能

力&家属应适当给予患儿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让患儿

自己去交朋友#与其玩耍+交流($

8

%患儿家属过分强

调家属自己身为照顾者的角色#忽略了患儿学生+儿

童+伙伴的身份#忽略了自己是患儿的引导者+教育者

等&患儿及其家属在适应患者+照顾者的身份外#还应

保持其他角色#有利于患儿恢复(医护人员与家庭结

合!$

.

%患儿出院后医护人员与其家属保持联系#每半

个月进行电话随访一次#了解患儿病情发展+身体状

况#并给予相应的健康指导($

!

%医护人员指导家属

了解常见药物的用法用量#避免患儿长期服用抗生

素#由家属监督并执行患儿出院后的相关治疗+护理

措施($

%

%及时开展健康教育讲座#普及相关健康知

识#帮助家属及患儿解决出院后治疗+护理中出现的

问题(

$4'4/

!

家庭功能评估
!

于护理前及护理
"

个月后#

两组患儿家属均采用家庭功能评定表$

L5P

%

)

#

*作为

家庭功能评估依据(该量表分为!问题解决+沟通+角

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
"

个维度&每个维

度
#$

分#总分
!#$

分#分数越低#患儿家属相处越

和睦(

$4'4'

!

家属希望水平评估
!

于护理前及护理
"

个月

后#两组患儿家属均采用
T*>?@

希望量表)

8

*作为家属

希望水平评估依据(该量表分为
%

个维度!对现实和

未来的积极态度+采取积极行动+与他人保持亲密关

系&每个维度
."

分#总分
#9

分#分数越高#希望水平

越高(

$4'41

!

心理韧性评估
!

于护理前及护理
"

个月后#

两组患儿均采用心理弹性量表$

OP63S&O

%

)

"

*作为心

理韧性评估依据(该量表分为
#

个维度!坚韧+控制+

适应性+目标实现&每个维度
!8

分#总分
.$$

分#分数

越高#心理韧性越高(

$4'42

!

生活质量评估
!

于护理前及护理
"

个月后#

两组患儿均采用生活质量评价量表$

&L

%

)

1

*作为生活

质量评估依据(该量表分为
9

个维度!生理功能$

%$

分%+生理职能$

9

分%+躯体疼痛$

.!

分%+总体健康$

!8

分%+活力$

!#

分%+社会功能$

.$

分%+情感职能$

"

分%+

精神健康$

%$

分%#总分
.#8

分#分数越高#生活质量

越好(

$41

!

观察指标
!

比较护理前及护理
"

个月后两组患

儿家属
L5P

得分+

T*>?@

希望量表得分&记录两组患

儿
OP63S&O

+

&L

得分(

$4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94$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计

量资料以
O_L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D

检验#以
2

$

$4$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两组护理前和护理
"

个月后患儿家属家庭功能

比较
!

见表
!

(与护理前比较#护理
"

个月后两组患

儿家属
L5P

得分均明显降低#且研究组护理前得分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4$8

%(

表
!

!!

两组护理前和护理
"

个月后患儿家属
L5P

评分比较&

O_L

$分'

组别 问题解决 沟通 角色 情感反应 情感介入 行为控制 总分

研究组

!

护理前
!94"_!4# !#48_#41 !84%_%49 %.4!_!4. !14#_.4! !148_%49 ."!4!_.849

!

护理
"

个月后
!%4#_84# .%4#_"4# .#4$_84% !.4#_#41 .94%_%4# !$4#_#4! ...4$_!748

D 94"#. .!47". ."4$78 .94"9$ !84"#. ..48$% .#4"8$

2 $4$$$ $4$$$ $4$$$ $4$$$ $4$$$ $4$$$ $4$$$

'

%8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MEHN*2O=CD

!

P*B*)H*>!$.9

!

Q;=4.8

!

-;4!#



续表
!

!!

两组护理前和护理
"

个月后患儿家属
L5P

评分比较&

O_L

$分'

组别 问题解决 沟通 角色 情感反应 情感介入 行为控制 总分

对照组

!

护理前
%!4._%4! !74._%49 %$4!_#4! %#4._.4! %!4._!4# %!4._.4" .7#48_.14"

!

护理
"

个月后
!%4%_84% .%4%_"4! .#4!_84! !.48_#47 .94!_%48 !$48_#4% ...4!_!74%

D .%4#.7 !$4#17 !!4$"! !"4798 %$4$!1 !84#9# !%4$!.

2 $4$$$ $4$$$ $4$$$ $4$$$ $4$$$ $4$$$ $4$$$

D

组间
84"1. #47%! 84"$1 1411$ ..4%8! 14!%$ 9498$

2

组间
$4$$$ $4$$$ $4$$$ $4$$$ $4$$$ $4$$$ $4$$$

表
%

!!

两组护理前与护理
"

个月后家属
T*>?@

希望量表

!!!

评分比较&

O_L

$分'

组别
对现实和未来的

积极态度

采取积极

行动

与他人保持

亲密关系
总分

研究组

!

护理前
"4%_%4! 14!_!4. 84"_!49 .14#_14%

!

护理
"

个月后
.%4!_.4! .#4%_$4" ..4%_%48 %74%_14$

D !$4%!" %#4$9# ..41!1 .7498$

2 $4$$$ $4$$$ $4$$$ $4$$$

对照组

!

护理前
"4!_%4. 14%_!4$ 849_!41 .14%_148

!

护理
"

个月后
.$4._!4" ..4!_.4" 94%_!4# !74#_149

D 949"9 .#4$#! "4%8# .$4!8.

2 $4$$$ $4$$$ $4$$$ $4$$$

D

组间
14$." ..4181 #489. "4.!!

2

组间
$4$$$ $4$$$ $4$$$ $4$$$

/4/

!

两组护理前与护理
"

个月后家属
T*>?@

希望量

表评分比较
!

见表
%

(与护理前比较#护理
"

个月后

两组患儿家属
T*>?@

希望量表得分均明显升高#且研

究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4$8

%(

/4'

!

两组护理前与护理
"

个月后心理韧性比较
!

见

表
#

(与护理前比较#护理
"

个月后#两组患儿
OP6

3S&O

得分均明显升高#且研究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4$8

%(

/41

!

两组护理前及护理
"

个月后患儿
&L

得分比

较
!

见表
8

(与护理前比较#护理
"

个月后#两组患儿

&L

得分均明显升高#且研究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4$8

%(

表
#

!!

两组护理前与护理
"

个月后患儿
OP63S&O

得分比较&

O_L

$分'

组别 坚韧 控制 适应性 目标实现 总分

研究组

!

护理前
.$49_%4! .%4._!4# .#4!_%49 .!48_!4" 894"_"4.

!

护理
"

个月后
!$4%_!4! !.48_%4. !!41_!47 !.48_.4" 974!_14%

D !!49$% .749$$ ."4### !14118 !$49#"

2 $4$$$ $4$$$ $4$$$ $4$$$ $4$$$

对照组

!

护理前
.$41_%4# .%4$_!4! .#4._%47 .!41_!48 8941_"4!

!

护理
"

个月后
.14"_!49 .94"_!4# .74#_%41 .749_!48 1%4#_847

D .#4#!8 .84117 74$%7 .94#$8 ..4.%.

2 $4$$$ $4$$$ $4$$$ $4$$$ $4$$$

D

组间
#47.# #417# #48#7 %41.! .$47$7

2

组间
$4$$$ $4$$$ $4$$$ $4$$$ $4$$$

表
8

!!

两组护理前及护理
"

个月后患儿
&L

得分比较&

O_L

$分'

组别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活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总分

研究组

!

护理前
."4!_!4% %49_$48 84#_.4$ .%4!_!48 .!4%_%4# #4._.4. !4._$48 .#49_%4# 1"48_.$4!

!

护理
"

个月后
!#4%_.4" 14$_$4# 74._$41 !.4#_.49 !.4$_$49 948_$4# 84._$4! !#49_.4! .!.4%_94%

D !"47!$ #"4$98 !94!.$ !#41.1 !"49#7 %94$!$ 8848#7 !94.11 !!4$19

2 $4$$$ $4$$$ $4$$$ $4$$$ $4$$$ $4$$$ $4$$$ $4$$$ $4$$$

对照组

!

护理前
."4%_!4. %41_$4# 84%_.4. .%4._!4# .!4!_%4! #4$_.4$ !4._$48 .#4"_%48 1"4#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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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

两组护理前及护理
"

个月后患儿
&L

得分比较&

O_L

$分'

组别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活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总分

!

护理
"

个月后
!$4#_!4. 84._$4% 14!_$4# .94!_.4. .94#_.4$ "4!_$4# #4!_$4# !$4._.4$ 784._74#

D .!4"8% !847!% ."4#.9 .94991 .74.%# !$4%"9 %$4!#% .849#. 94"#8

2 $4$$$ $4$$$ $4$$$ $4$$$ $4$$$ $4$$$ $4$$$ $4$$$ $4$$$

D

组间
7481# !#4"!1 .84!1! 749%. .%4.89 !"4%8$ .%4$#. .748$$ .%48#$

2

组间
$4$$$ $4$$$ $4$$$ $4$$$ $4$$$ $4$$$ $4$$$ $4$$$ $4$$$

'

!

讨
!!

论

!!

白血病是一种增殖性恶性肿瘤#每年发病率约占

人口总数的
8

"

.$

万#且有逐年上升趋势)

9

*

(小儿白血

病大多起病较急#引起骨髓衰竭或组织器官浸润#加

之小儿免疫力低下#容易造成发热+感染等症状(临

床上对于白血病最理想的治疗是骨髓移植#但难度较

大&目前主要治疗方法是化疗#但需长期进行(因患

儿年幼#往往不能忍受发病和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各种

不良反应带来的疼痛等刺激#容易出现害怕+焦虑等

不良情绪&患儿家属因心疼患儿和长久治疗带来的经

济+精神压力#会出现失眠+焦躁等情绪#患儿及家属

的不良情绪影响患儿的恢复和正常生活(所以解决

患儿及家属在长期治疗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情绪#是

临床上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LOO

是根据患者大部分时间与家庭中有相同文

化+信仰+生活方式的其他成员生活在一起而制订的

护理模式#个体的健康行为与家庭有密切关系#尤其

是家庭对患儿的影响#可起到正+负不同的双面作

用)

7

*

(

LOO

鼓励家庭个人成员承担不同的角色#尊重

患者与家庭成员的选择权#强调患者是心理+生理+社

会+环境的综合体#所以参与
LOO

不仅仅是家庭成员#

还包括为患者提供服务的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工

作者)

.$

*

(

本研究结果发现#进行
LOO

的研究组患儿
L5P

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T*>?@

希望量表得分高于对照

组#与方文添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这种情况可能与

以下因素有关!$

.

%患儿与其家属+家属间在出现问题

时可及时沟通#消除了彼此的误会#增加了家庭气氛#

有助于家属帮助患儿更好地恢复&$

!

%患儿家属合理

控制情绪#使自己适当放松#在照顾患儿的同时#保证

自己的身体不出现问题&$

%

%医护人员就患儿及其家

属遇到的治疗+护理问题及时作出解答#帮助患儿家

属控制行为#使患儿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

%合理

的家庭分工#患儿及家属不单单只扮演患者+照顾者

的角色#还充当学习者+引导者等其他角色#使患儿各

项能力得到充分培养#也使其家属能更好地教育

患儿(

除上述内容外#本研究还对两组患儿的心理韧性

和生活质量展开了分析#发现研究组患儿
OP63S&O

得

分+

&L

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可能与患儿与家属之

间有较强的枢纽联系#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理解与鼓

励有关#因而可以给予患儿情感上的支持#家庭成员

之间的和睦相处#可以更好地照顾患儿#使患儿心情

更好#帮助患儿改善预后(

综上所述#白血病患儿出院后实施
LOO

模式#可

使患儿心理状态更好#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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