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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护理教育对腹腔镜小儿疝气手术患儿依从性、	

术后恢复的影响

魏谨颐，陈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特二病区，上海 200092)

[摘　要]	 目的：探讨前瞻性护理教育对腹腔镜小儿疝气手术患儿依从性、术后恢复的影响。方法：选取

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300例疝气患儿

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对照组(n=150)采用常规护理，试验组(n=150)采用前

瞻性护理教育，比较两组患儿依从性、术后恢复及并发症情况、焦虑抑郁状态及家长对护理的满

意度。结果：术后，试验组患儿治疗依从率(96.00%)显著优于对照组(87.33%)；试验组住院时间

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护理1个月，试验组汉密尔顿焦虑自评量表(Hamilton Anx iety Scale，

HAMA)、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 y，CDI)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护理期间，试验组和对照组患儿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4 . 6 7 % 和 8 . 6 7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患儿家长在健康教育、护理态度两个方面的护理满意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结论：前瞻性护理教育可以提升腹腔镜疝气手术患儿术后依从性，改善其焦虑抑郁状

态，显著缩短术后住院时间，家长满意度更高。

[关键词]	 前瞻性护理；腹腔镜；依从性；小儿疝气

Effects of prospective nursing education on compliance and 
postoperative recovery of children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hernia surgery

WEI Jinyi, CHEN Yan

(Special Second Ward,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Medical College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rospective nursing education on compliance and postoperative recovery 

of children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hernia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300 children with hernia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th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9 were enroll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Random-number table method was used to divide the patients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n=150)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150) received prospective nursing education. The 

complianc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complication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tatus of children, and paren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surgery,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rat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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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疝气属儿科常见疾病，一般需行手术治

疗，腹腔镜手术以其切口小、恢复速度快、复发率

低的优势，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该病 [1-3]。手术对儿

童而言属于负性事件，在治疗期间易出现恐惧、焦

虑等不良情绪，影响其依从性，不利于其术后康 
复 [ 4 - 5 ]。 因 此 ， 围 手 术 期 对 年 龄 小 、 疼 痛 耐 受 度

低、心理承受能力差的患儿行有效的护理，有助

减少手术负性事件对其生理和心理的影响，让其在

相对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接受治疗。前瞻性护理教

育是一种有预见性和针对性的护理方式，强调在症

状出现前进行详细的宣讲，增加医患沟通和人文关

怀，但目前鲜少应用于儿科护理[6-7]。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样 本 量 大 小 按 照 以 下 公 式 进 行 计 算 ：

1 1 2 2
2

2 1

π (1 - π ) + π (1 - 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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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 π )
–

–
–

， 根 据 本 组 既 往 研

究结果，设试验组依从率为95%(π1)，对照组依从

率为80%(π2)，其疗效差异为15%(π2–π1)；限定α错

误=0.05，β错误=0.10，查表f(0.05，0.10)=10.5，

计算所需最小样本量。结果表明，每组至少需纳

入97个病例。选取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以下简称我院)行腹

腔镜小儿手术治疗的300例疝气患儿为研究对象，

随机方法，按照随机序列编码制作成 3 0 0 个不透

明的随机信封，封外标有患儿就诊顺序编号，信

封中有纳入患儿的组别。在确定患儿入组前，随

机信封不得拆封。盲法实施，本研究为开放型试

验，仅对数据测量和分析人员设盲，不对干预措

施实施人员、患儿设盲。

纳 入 标 准 ： 1 ) 术 前 经 B 超 、 体 格 检 查 确 诊 为

疝气患儿，均在我院行腹腔镜疝气手术；2 )具备

基础的理解能力，可正常进行交流及沟通；3 )年

龄 ≥ 5 岁 ； 4 ) 家 属 自 愿 签 署 知 情 同 意 书 。 排 除 标

准：1 )有全身性系统性疾病；2 )有嵌顿疝；3 )存

在智力或精神障碍；4 )有药物过敏史；5 )儿童家

长 的 依 从 性 较 差 ， 不 愿 意 配 合 医 护 人 员 完 成 工

作。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实施儿童外科手术常规护理。1 )诊疗

室布置：提供一个温馨、舒适、卡通化的候诊和

就诊环境，缓解患儿恐惧、紧张情绪。2 )接诊及

专 科 知 识 宣 传 ： 候 诊 区 安 排 1 名 护 理 人 员 进 行 接

诊，用亲切的态度、易懂的语言，结合图片、画

册、模型为患儿及家属讲解疝气的形成与治疗，

强调术前、术后医患配合的重要性，增加患儿信

任度。3 )治疗：术前与家长进行沟通，做好准备

工作，术中对患儿的呼吸、脉搏等生命体征进行

监控，术后常规换药、补液，对配合度较低的患

儿以安慰、鼓励为主。

1.2.2  试验组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前瞻性护理教育。

术前注意事项：患儿入院后，除常规普外科

护理中对疝气危害及手术意义的讲解之外，需明确

告知患儿和家长术前准备事项。包括预计手术时

间，避免患儿因饥饿或害怕等情绪引起哭闹，影

响正常手术进度，同时也可缓解家属的焦躁；术前

禁水禁食，避免麻醉过程中出现呕吐或误吸带来的

不良影响；术前心理疏导，患儿对医院和手术的恐

惧情绪较成人更甚，对麻醉及禁水禁食的耐受度较

低，需要医护人员和家长利用形象、生动、具体、

直观的方式，如看动画片、做游戏增进感情，缓解

患儿紧张、畏惧等不良心理。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control group (96.00% vs 87.33%),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in experimental group (P<0.05). After 1 month of nursing, scores of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 and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control group (P<0.05). During nurs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4.67%, 8.67%) (P>0.05). The scores of paren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with health education and nursing attitud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rospective nursing education can enhance postoperative compliance 

of children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hernia surgery, impro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significantly shorten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time, with higher parental satisfaction.

Keywords prospective nursing; laparoscopy; compliance; pediatric he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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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过程讲解：利用两种方式分别对患儿及

家长讲解。对家长应理性分析腹腔镜微创手术的优

点及手术治疗的意义，减轻其心理压力；对患儿应

利用治疗过程动画片进行同步讲解，例如手不能抓

和推医生、护士的手，不能随意触碰仪器和医疗器

械，操作中感觉不舒适应及时告知医护人员等。

术后恢复期教育：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及

相关护理方法应充分预知并告知家长及患儿，以提

升患儿及家属的配合度，例如根据患儿手术时间、

既往有无感染性疾病病史、胃肠道病史、术后换药

依从性、疼痛敏感程度等对患儿可能出现的切口感

染、肠梗阻、皮下气肿等并发症进行预测，并对高

危患儿进行严格的巡房观察；强调下床活动的重要

性，以玩具、糖果作为奖励，在家属的配合下，鼓

励患儿进行适当运动。

院外延续性护理教育：一般腔镜疝气手术的

住 院 时 间 较 短 ， 术 后 需 至 少 静 养 1 个 月 。 因 此 ，

做好院外延续性护理教育亦非常关键，主要包括

疾病防护、康复相关知识与技能，一般利用典型

病例的恢复期图片指导家长及患儿，结合门诊、

微信、电话等多种随访途径进行随访，丰富健康

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加快健康教育知识的普及速

度。两组均在患儿首次入院时开始护理，直至随

访结束，共计1~3个月。

1.3  观察指标  
1)两组患儿术后恢复比较。记录两组患儿术后

复苏、肠道排气和住院时间。2)两组患儿情绪状态

比较。护理1个月后，采用汉密尔顿焦虑自评量表

(Hamilton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HAMA)[8]、儿童

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CDI)[9]，

由经过特殊训练、取得心理咨询师资格的高级护

士按照规定的指南，根据患儿在诊疗过程中的焦

虑状态和行为，填写表格。H A M A量表共1 4项，

每项0~4分，其中总分<7为无焦虑症状，7~14分为

轻度焦虑，15~28分为中度焦虑，>28分为重度焦

虑；CDI量表共27项，每项0~2分，总分0~54，分

数越高表示抑郁状态越严重。H A M A量表一般适

用于成人，本研究中的量表是根据患儿回答进行

统计，如果儿童由于理解和表达能力的限制而不

能完全回答问题，父母可以代为回答。3 )两组患

儿依从性比较，统计2组术后依从性情况。依从：

每日能够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换药，遵从医嘱定时

下 床 活 动 ； 部 分 依 从 ： 偶 尔 抗 拒 换 药 或 下 床 活

动，放弃换药次数<2次；不依从：患儿情绪波动

较大，治疗期间放弃换药≥2次。治疗依从率=(依

从+部分依从人数)/总人数×100%。4)两组患儿术

后并发症比较。记录两组患儿术后出现尿潴留、

腹腔内出血、肠梗阻、切口感染和皮下气肿的例

次。5 )两组家长护理满意度比较。采用自编的满

意度评定量表对患儿家长进行调查并记录，共计

20题，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记为5、3、 
1分，总分20~100，内容包括对本次健康教育、随

访频率、护理操作、护理态度4个部分，满分分别

为30、20、20、30分。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录入数据并进行处

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形式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

计 数 资 料 用 例 ( % ) 表 示 ， 组 间 比 较 采 用 χ 2检 验 ，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2组年龄分布、性别、疝气类型等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表1)。

2.2  2 组术后恢复情况比较

术后试验组患儿住院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  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比较

术后试验组治疗依从率为96.00%，显著优于对

照组的87.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2.4  两组患儿干预前后情绪状态比较

护理1个月，两组H AM A、CDI评分显著低于

治疗前，其中试验组HAMA、CDI评分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表4)。

2.5  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比较

护 理 期 间 ， 试 验 组 和 对 照 组 患 儿 术 后 并 发

症 发 生 率 为 4 . 6 7 % 、 8 . 6 7 % ，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表5)。

2.6  两组家长护理满意度比较

试 验 组 患 儿 家 长 在 健 康 教 育 、 护 理 态 度

两 个 方 面 的 护 理 满 意 度 得 分 均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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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n=150)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2 groups (n=150)

组别
年龄分布/例 性别/例 疝气类型/例

学龄前(<6岁) 小学段(6~12岁) 初中段(13~15岁) 男 女 斜疝 直疝

试验组 6 121 23 123 27 103 47

对照组 8 120 22 129 21 108 42

χ2 0.312 0.893 0.399

P 0.856 0.345 0.527

表2 两组术后恢复情况比较(n=150，x±s)

Table 2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recover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150，x±s)

组别 复苏时间/min 肠道排气时间/h 住院时间/d

试验组 34.31±5.46 12.84±2.21 5.58±1.33

对照组 34.84±6.23 13.14±2.69 6.72±1.71

t 0.784 1.055 6.445

P 0.434 0.292 <0.001

表3 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比较(n=150)

Table 3 Comparison of treatment compliance between the 2 groups (n=150)

组别 依从/例 部分依从/例 不依从/例 依从率/%

试验组 121 23 6 96.00

对照组 107 24 19 87.33

χ2 7.375

P 0.007

表4 两组患儿干预前后情绪状态比较(n=150，x±s)

Table 4 Comparison of emotional statu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between the 2 groups (n=150，x±s)

组别
HAMA评分 CDI评分

干预前 护理1个月 干预前 护理1个月

试验组 9.87±2.49 5.21±1.34* 10.64±2.12 5.89±1.68*

对照组 9.62±2.28 7.37±2.64* 10.93±2.68 7.16±2.36*

t 0.907 8.935 1.039 5.369

P 0.365 <0.001 0.299 <0.001

与护理前比较，*P<0.05。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nursing,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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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随着生活水平和疾病防治意识的提高，家长

对儿童疾病的护理需求也日益增强，疝气患儿在

手术过程中表现出的紧张、害怕、忧郁的情绪状

态以及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疼痛敏感性增高、耐

受性减低，甚至抵触治疗的现象，会严重干扰正

常的手术及术后恢复过程[10-11]。如何减轻腹腔镜疝

气手术患儿焦虑、恐惧的心理，提高患儿在治疗

过程中的依从性，使其更好地配合完成治疗，已

成为儿童外科医护人员急需解决的难题。

目前临床上针对腹腔镜疝气手术患儿的护理

方式和类型较多，如综合护理、人性化护理、亲

情护理 [ 1 2 - 1 6 ]，以上的护理方法护理重点在于指导

患儿接受治疗、提高其舒适度，缺少了对患儿沟

通需求的关注。前瞻性护理教育即根据需求对患

儿、家长进行宣教，注重护患交流与预先指导，

崔 艳 等 [ 1 7 ]将 前 瞻 性 护 理 教 育 应 用 到 小 儿 精 准 包

皮成形术围手术期护理中，护理人员通过对患儿

及家长的指导与交流，促进双方构建良好护患关

系，护理人员获取患儿的接受和信赖后，可显著

提高其配合度。但尚未有研究将前瞻性护理教育

应用到腹腔镜疝气手术患儿的护理中。

在 本 研 究 中 ， 试 验 组 患 儿 治 疗 依 从 率 高 于

对照组，住院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以上结果提

示经前瞻性护理教育的患儿配合度更高，绝大部

分患儿可以坚持完成术后换药和下床活动，出院

时间明显缩短，考虑原因为：在前瞻性护理教育

中，术前及术中的健康宣教帮助患儿直观地了解

治疗过程，同时，通过游戏加强患儿与医护人员

的熟悉程度，提升其心理适应性，治疗依从性随

之提升；预见性的术后恢复期教育，让其在宣教

过程中了解可能出现的状况及解决方式，提升治

疗信心；在医护人员及家属的鼓励下，下床进行

适量活动，加快术后恢复，与既往研究[18-19]结论有

相似之处。对比两组患儿负面情绪评分，护理1个

月两组HAMA、CDI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其中试

验组HAMA、CDI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说明利用

前瞻性护理教育可让患儿更加清楚地了解到疝气

手术治疗的整个流程以及术后可能出现的不适感

受。在分段式的宣教中，逐步提升患儿的心理承

受能力，加深医患信任度，缓解其治疗和恢复期

的不良情绪。本研究中经前瞻性护理教育的患儿

家属对健康教育和护理态度的满意度显著提升，

提示前瞻性宣教不仅可以提升患儿的配合度，对

其父母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前瞻性护理教育可以消除腹腔镜

疝气手术患儿不良情绪，降低手术治疗对患儿心

理影响，提高患儿依从性、配合度，保证手术及

术后恢复的顺利进行，同时，利于构建和谐医患

关系。但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选例局限于同一医

院，有待日后开展大范围、多中心的研究，进一

表5 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比较(n=150)

Table 5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2 groups (n=150)

组别 腹腔内出血/例 肠梗阻/例 切口感染/例 尿潴留/例 皮下气肿/例 合计/[例(%)]

试验组 1 0 2 1 3 7 (4.67)

对照组 2 1 5 1 4 13 (8.67)

χ2 1.929

P 0.165

表6 两组家长护理满意度得分比较(n=150，x±s)

Table 6 Comparison of paren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2 groups (n=150，x±s)

组别 健康教育/分 随访频率/分 护理操作/分 护理态度/分

试验组 28.67±1.69 19.22±1.93 18.67±1.56 29.65±0.68

对照组 23.56±2.34 18.87±1.84 18.21±2.47 27.86±2.36

t 21.682 1.608 1.928 8.926

P <0.001 0.109 0.05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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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讨论前瞻性护理教育在行腹腔镜疝气手术患儿

护理中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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