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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低出生体重儿父母的希望及压力与生活质量的关系

吴秀芳，吴茂芳，周小霞，周美珍

(南通大学附属东台医院产科，江苏 盐城 224200)

[摘　要]	 目的：调查极低出生体重儿(ver y-low bir th weight infant，VLBWI)父母的希望水平、育儿压力、

生活质量，探究影响其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方法：纳入南通大学附属东台医院2 0 1 2月1月至

2014年6月期间出生的60名VLBWI的主要照料者(父亲或是母亲)作为实验组，并选取同期出生的

60名正常足月儿照料者作为对照组。当孩子42个月大的时候，对其父/母亲进行调查，了解他们

的希望水平、育儿压力、生活质量水平，并初步探讨影响其生活质量的因素。结果：  VLBWI父

母的希望水平显著高于正常足月儿父母( P< 0 . 0 5 )；育儿压力、生活质量与正常足月儿父母相当

(P>0.05)；希望水平、育儿压力是影响生活质量的独立相关因素。结论：VLBWI父母的生活质量

与正常足月儿父母水平相当，且与希望水平呈正相关，与育儿压力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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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hope and stres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rents of very-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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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hope stres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rents of very-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and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that can affect parental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Sixty VLBWI were borned in Dongta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tong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2 to June 2014 and their par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60 parents of healthy infants who borned at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After 42 months from birth, all parents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about hope, parenting stress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quality of life. Results: The parental hope of very-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healthy infants (P<0.05). Parental stress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similar 

to those of healthy infants (P>0.05). Parental hope and parental stress 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quality of life.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rents of very-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is similar to that of healthy 

infants, and i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rental hope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rental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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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低 出 生 体 重 儿 ( v e r y - l o w  b i r t h  w e i g h t 
infant，VLBWI)，指的是新生儿出生1 h内体重在 
1 000~1 499 g范围内[1]。新生VLBWI由于离开母体

过早，机体各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出生后自身免

疫力低下，并发症发生率高[2]。VLBWI多在新生儿

重症监护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进

行诊治，住院时间长，出院后及早期成长仍面临

重重困难，家长须进行长期的看护及生活照顾，

这给患儿父母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并加重父母的

生活负担，给父母的生活质量造成不利影响[3]。

来自父母的压力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及

行为发展，父母之间和谐幸福会对孩子的成长产

生积极影响 [ 4 ]。V L B W I因为先天发育受损导致疾

病风险增加，若同时受到父母压力带来的消极影

响，那将对婴儿的成长和发展产生极大的损害，

父 母 应 减 少 压 力 给 孩 子 带 来 的 消 极 影 响 。 “ 希

望”指的是在未知未来的情况下，仍对生活持有

坚定的信念 [ 5 ]。“希望”是多维、动态的，能给

予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据经验丰富成年患

者的照料家属 [ 6 ]表示：怀揣“希望”能有效调节

压力，增强信心。对于VLBWI父母来说，未来尤

为不确定，但是怀揣“希望”能有效调节他们的 
压力。

目前关于VLBW I照料者的“希望”尚无明确

的阐述及研究，本文旨在通过调查VLBWI父母的

希望水平、育儿压力以及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

并探究影响VLBWI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为

临床医务工作者以及妇幼保健相关的医疗服务及

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纳入南通大学附属东台医院2012月1月至2014
年6月期间出生的60例VLBWI(体重1 000~1 499 g)
及其父母(VLBWI的主要照料者)作为实验组，并选

取南通大学附属东台医院同时间段出生的6 0例正

常体重新生儿及其父母作为对照组。在新生儿出

生后4 2个月时，对所有父母进行问卷调查，评估

其希望水平、育儿压力以及生活质量。本研究通

过南通大学附属东台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批，所

有纳入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 )一般资料调查：包括V L BW I父母的年龄、

职业、文化程度、夫妻关系、子女总数、早产儿

胎龄、早产儿性别、早产儿体重等。2)采用Her th
希望量表[7]测量VLBWI父母的希望水平。量表共12
题，涉及3方面的内容，包括对现实与未来的积极

态度(temporality and future，T)、采取的积极行动

(positive readiness and expectancy，P)、与他人保

持亲密的关系(interconnectedness，I)。每题包括

非常反对、反对、同意、非常同意4个选项，分别

计为1，2，3，4分，最后统计12道题总分。总分

范围12~48分，分数越高表明希望水平越高，其中

12~23分为低水平、24~35分为中等水平、36~48分

为高水平。3)采用1995年Abidin修订的简式育儿压

力量表[8]，来测量患儿父母的育儿压力。简化的量

表包括3个维度，即父母的困扰(parental distress，

P I ) 、亲子互动失调 ( p a r e n t - c h i l d  d y s f u n c t i o n a l 
interact ion，P- CDI)、困难儿童(di f f icult  chi ld，

DC)，各个维度由12个条目组成，一共包括36个条

目。每个条目选项包括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

同意”5个等级，分别计为5，4，3，2，1分，最后

计算总分，得分越高，表示育儿压力越大，≥90分

表示父母和孩子间有明显的紧张状态。4 )采用世

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Brief 
Version，WHOQOL BREF)[9]来测量患儿父母的生

活质量，该量表包括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

境4个领域的内容，共计26个条目，每个条目最高

分5分，分值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高。

1.3  统计学处理

采 用 S P S S  2 4 . 0 软 件 进 行 统 计 学 分 析 ， 研 究

对象年龄、希望水平、育儿压力基线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差异采用 t检验，

对影响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

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实验组的60名VLBW I照顾者中，男27名，年

龄(33.2±5.8)岁，女33名，年龄(30.7±7.2)岁。对照

组中，男29名，年龄(32.5±4.7)岁，女31名，年龄

( 2 9 . 2 ± 5 . 8 ) 岁。两组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

度、夫妻关系、子女总数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

2.2  两组希望水平的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VLBW I父母表现出更高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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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水平。在T，P，I 3个希望维度上，实验组希望

总分为4 0 . 5 ± 3 . 8 ，属于高水平，对照组希望总分

为3 7 . 0 ± 3 . 5，也属于高水平，但显著低于实验组

(P=0.001，表1)。

2.3  两组育儿压力的比较

调查结果表明：在PI，P-CDI，DC这3个不同

的维度，实验组PSI总分为77.5±12.5，稍低于对照

组81.5±13.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4  两组生活质量的比较

实验组在生理、心理、社会以及环境4个维度

均表现出较高的评分，实验组WHOQOL BREF总

分为58.1±5.2，高于对照组的55.8±5.5，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表3)。

2.5  VLBWI 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以VLBWI父母生活质量(WHO Q OL BREF)为

因 变 量 ， 希 望 水 平 、 育 儿 压 力 、 V L B W I 出 生 体

重、父母性别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希望水平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育儿压

力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对4个偏回归系数进行 t

检验，结果显示生活质量和育儿压力均是生活质

量的影响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 . 0 5 )，

而父母性别及VLBWI出生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4)。

表 2 两组育儿压力比较 (n=60)

Table 2 Comparison of parenting stress between the 2 groups (n=60)

组别
PSI 不同维度

PSI 总分
PI P-CDI DC

实验组 30.4±4.2 21.4±4.3 25.7±3.5 77.5±12.5

对照组 31.5±5.8 22.8±4.7 27.2±4.1 81.5±13.6

t 1.537 1.181 1.794 1.492

P 0.132 0.260 0.081 0.147

表 1 两组希望水平比较 (n=60)

Table 1 Comparison of hope between the 2 groups (n=60)

组别
不同希望维度

希望总分
T P I

实验组 14.3±1.5 13.8±1.3 12.4±1.1 40.5±3.8

对照组 13.2±1.1 12.6±1.2 11.2±1.1 37.0±3.5

t 2.508 3.362 3.391 3.358

P 0.012 0.001 0.001 0.001

表 3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n=60)

Table 3 Comparison of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2 groups (n=60)

组别 生理维度 心理维度 社会维度 环境维度 WHOQOL BREF 总分

实验组 14.6±1.2 14.6±1.1 14.4±1.3 14.5±1.5 58.1±5.2

对照组 13.7±1.4 13.9±1.3 13.6±1.2 14.0±1.6 55.8±5.5

t 1.624 0.874 1.165 0.424 0.901

P 0.094 0.374 0.258 0.692 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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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VLBW I自出生后，病情严重，需要立即进入

重症监护室抢救，这对父母来说，打击巨大，主

要 表 现 为 亲 子 分 离 ， 心 理 危 机 强 烈 [ 1 0 ]。 V L B W I
进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后，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且

导致严重的并发症，这对父母来说是一种挑战和

煎熬。本研究结果表明：VLBWI父母较正常儿童

父母希望水平较高，育儿压力较小且生活质量较

高。希望水平测试问卷关于“我经常回忆起以前

的快乐时光”以及“我能给予和接受别人爱与关

怀”的问题，VLBWI父母均表现出较高的得分。

为人父母是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给予每个

人重要的人生意义和价值。父母从给予以及获得

爱与关怀中获得幸福感，从而表现出较高的生活

质量。

本 研 究 表 明 ： 父 母 的 希 望 水 平 和 育 儿 压 力

会显著影响父母的生活质量，希望水平与生活质

量呈正相关，而育儿压力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

希望水平较低、育儿压力较大的父母生活质量较

低。VLBWI出生后病情严重，需要特殊照料，给

家庭和父母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并没有影响父母的

希望和生活质量，至少在婴儿成长至4 2个月的时

候，父母的希望和生活质量没有因为自己的孩子

出生体重极低受到不良影响。这可能是VLBWI出

生时给父母的打击较大，从而产生十分担忧的情

绪，随着婴儿的成长病情逐渐好转，且父母也渐

渐适应了婴儿的病情，恢复情况远远超出婴儿出

生时的期望，从而提高了希望水平。文献[ 1 1 ]报

道：超低出生体重儿(出生体重<1 000 g)父母的育

儿压力显著大于VLBWI父母，且表现出较低的生

活质量，推测这可能与超低出生体重儿后天长期

伴随的严重并发症有关。

VLBW I父母的育儿压力与正常足月儿父母的

育儿压力水平相当，无显著差异，这与文献[ 1 2 ]
报道的结果一致。这可能与VLBWI出生后，健全

的医疗条件、健全的医疗服务水平、及时的产后

指导、家属的悉心照料和关怀等社会支持有关，

与 人 们 以 为 的 V L B W I 父 母 的 育 儿 压 力 较 大 ， 从

而使得生活质量较低的常规想法不一致。同时，

VLBWI本身不是育儿压力的独立影响因素，因此

不会直接影响父母的生活质量。这与一项有先天

性呼吸系统发育不全的研究 [13]结果一致，先天性

呼吸系统发育不全的患儿母亲的育儿压力与正常

婴 儿 父 母 的 育 儿 压 力 无 显 著 差 异 。 有 研 究 [ 1 4 ]表

明：早产儿父母的育儿压力显著高于正常婴儿父

母，并随着孩子的成长发育不断改变，仍有多种

不明确的影响父母育儿压力的因素存在。本研究

发现：父母的生活质量与照料孩子的处理能力有

关，能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孩子出现的各种症状的

父母往往表现出较高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VLBW I出生42个月后，父母保持

较高的希望水平，希望水平、育儿压力是VLBWI
父母生活质量的独立影响因素，说明在VLBWI出

院时，对家属做好心理辅导及相关照料方面的指

导至关重要。但本文只选择了一个时间点进行研

究，VLBWI父母的生活质量的时间变化以及各个

时间段的影响因素尚不明确，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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