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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在小儿哮喘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及家属满意度研究

崔 艳

周口市妇幼保健院（周口市儿童医院） 河南周口

【摘要】目的 将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应用在小儿哮喘护理中，分析该护理效果及家属满意度。方

法 选取本院在 2020年 3月-2021年 3 月期间收治的小儿哮喘患者儿（n=106）为本次研究对象。采取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n=53）及实验组（n=53），前者给予常规护理，后者采取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

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两组患儿依从性对比可见，实验组较高（P＜0.05）。两组患儿生活质量比较，可

见实验组高（P＜0.05）。 两组家属满意度对比，可见实验组较高（P＜0.05）。结论 在小儿哮喘护理中采

取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效果显著，能够提升患儿依从性，促进其生活质量改善，进而提高家属的满意

度。建议此种方法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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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family center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 with asthma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Yan Cui

Zhoukou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Zhoukou Children's Hospital）, Zhoukou, Henan

【Abstract】Objective To apply family center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children with asthma,
and analyze the nursing effect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Methods The children with asthma (n=106)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0 to March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Randomized number table
method was used to divide the patients into reference group (n=53) and experimental group (n=53). The former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the latter was given family centered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ompliance of the two group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P<0.05).
Compared th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of the two group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family center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care of children with asthma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can enhance the compliance of children,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then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ir famili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method be populariz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Family centered nursing; Asthma in children; Compliance; Quality of life; Satisfaction

哮喘是一种慢性呼吸道疾病，为儿童常发肺部疾病。

在患病人群中儿童的发病率高达 33.31%[1]。临床上常

出现反复性咳嗽、喘鸣和呼吸困难等症状，病情严重者，

可出现睡眠障碍，这就严重地影响儿童身体的正常生长

发育及生活质量[2]。家庭中心护理干预作为健康教育手

段之一，明确了家属对儿童护理的重要性。为此选取本

院在 2020年 3月-2021年 3月期间收治的小儿哮喘患

者儿（n=106）为本次研究对象。将以家庭为中心的护

理干预应用在小儿哮喘护理中，分析该护理效果及家属

满意度。研究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基础资料

选取本院在 2020年 3月-2021年 3月期间收治的

小儿哮喘患者儿（n=106）为本次研究对象。采取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n=53）及实验组（n=53），前

者给予常规护理，后者采取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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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患儿均符合哮喘诊断标准，基础资料完整，经向患

儿家属讲解本次研究目的后，能够积极配合研究安排。

排除其他严重性疾病者、以及因其他因素无法配合本次

研究者。其中实验组男、女例数分别为 26例，27例；

年龄 5-9岁，均值范围（6.67±0.54）岁，病程 1-4年，

均值范围（3.43±0.32）年。参考组男、女例数分别为

28例，25例；年龄 4-8岁，均值范围（6.54±0.56）岁，

病程 2-5年，均值范围（3.57±0.54）年。两组基础资料

比较差异不明显，无法符合统计学含义（P＞0.05），

但有可比性。本次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方法

1.2.1参考组

本组采取常规护理。在患儿入院后，向患儿及其家

属介绍小儿哮喘的基本概念和发病机制，进行小儿哮喘

有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并给予饮食指导、用药指导等，

并为其讲解相关注意事项，若患儿及家属遇到困难时，

护理人员及时给予相应的帮助。

1.2.2实验组

本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

方法详见下文：

（1）满足患儿及家属各项需求:积极与患儿及家属

沟通，与之建立良好护患关系，并评价患儿及其家属的

心理、家庭和生理状况，明确其教育需求，在患儿个体

化教育需求基础上，明确教育目标，帮助患儿选择个体

化教育模式，使护理人员能够更好地制定护理方案。规

范哮喘防治知识宣传，尽量满足患儿及家属的知识需求，

施行咨询电话，并根据患儿及其家属的需要，定期请有

关本病专家到医院进行讲座，为患儿提供心理和生理上

的支持。

（2）群组教育:组织安排患儿和家属了解哮喘的预

防和治疗知识，请相关专家到医院讲课，邀请患儿及家

属参加相关学习，提高其哮喘相关知识掌握。对患儿家

属进行气雾剂流速及用量的合理控制及哮喘日记的书

写指导。告诉家属要多和其他家属沟通，以沟通方式增

强治疗疾病的信心。在随访过程中，收集哮喘的相关预

防和治疗知识，总结和整理相关信息。定期组织冬令营

和夏令营活动，鼓励患儿及家属积极参加活动，对患儿

家属掌握疾病知识情况，建立QQ群，使家属能够更好

地进行沟通。

（3）社会支持:对患儿及其家属给予社会支持，积

极与患儿沟通，和患儿交朋友，从而更好地治理哮喘，

了解其人际交往和学习状况，给患儿营造一个舒适、温

馨的治疗环境。合理调节患儿与家属之间的关系，定期

让患儿与家属参加学习活动，帮助其建立抵抗疾病的信

心。

（4）延续性家庭护理：患儿出院之前，护理人员

需和其家属建立一个交流群，将联系方式保存起来，方

便护理人员回答家属的问题，同时护理人员也可通过微

信群、QQ群向家属推送防治哮喘的相关知识及日常生

活中饮食、康复的技巧，以改善患儿生活质量，减少哮

喘反复发作。

1.3效果标准

1.3.1依从性

对两组患儿的依从性进行评价，采取本院自行设计

的依从性问卷表进行评价。等级为完全依从、基本依从

及不依从。计算方法：完全依从+基本依从/53×100%。

1.3.2生活质量

对两组患儿护理前后生活质量采取 SF-36量表进

行评价。分数越高，说明患儿生活质量越高。

1.3.3满意度

使用本院自行设计的满意度问卷表了解家属对护

理的满意度。等级为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及不满意。计

算方法：非常满意+一般满意/29×100%。

1.4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处理。

（χ±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检验；（%）用于表

示计数资料，用（χ2）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0.05时
则提示进行对比的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两组患儿依从性对比分析

表 1所见，两组患儿依从性对比可见，实验组较高

（P＜0.05）。

2.2两组患儿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表 2所见，两组患儿生活质量比较，护理前比较差

异不明显，无法符合统计学含义（P＞0.05）。护理后

可见实验组高（P＜0.05）

表 1 两组患儿依从性对比分析[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患儿依从性（%）

实验组 53 37（69.81%） 13（24.53%） 3（5.66%） 94.34%（50/53）

参考组 53 24（45.28%） 8（15.09%） 11（20.75%） 79.25%（42/53）

χ2 - 6.526 1.485 5.267 5.267

P - 0.011 0.223 0.022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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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儿生活质量对比分析（χ±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53 65.54±4.32 92.43±3.23

参考组 53 65.42±4.38 78.65±5.43

t - 0.142 15.878

P - 0.887 0.001

2.3两组家属满意度比较分析

实验组家属满意度为 92.45%（49/53）：非常满

意 32例，一般满意 17例，不满意 4例。参考组家

属满意度为 60.38%（32/53）：非常满意 21例，一

般满意 11例，不满意 19例。χ2检验值：（χ2=15.128，
P=0.001）。两组家属满意度对比，可见实验组较高

（P＜0.05）。

3 讨论

支气管哮喘又称哮喘，是由于细胞组与多种细

胞参与而引起的一种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其临床

症状表现为咳嗽、气短、胸闷和哮喘等，严重地影

响患儿的学习、心理及生理方面。哮喘长期反复发

作可导致患儿社交能力降低，还会加重其心理压力，

再加上家属没有积极的态度，这不仅影响到患儿学

习及健康成长，严重时还会危及其生命安全[3]。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属于近几年应用的新

型护理方案，此种方法是根据患儿特定疾病的发展

情况进行健康教育宣传和护理，借此来改善患儿临

床症状，提升其生活质量，且该护理模式一直秉承

以“患儿为中心”的护理理念，持续改进护理质量[4-5]。

同时该方法要求家属共同参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健康教育知识宣教，使护理工作得到拓展，给患儿

更高质量的健康教育，从而促进患儿生命质量提升
[6-8]。两组患儿依从性对比可见，实验组较高（P＜
0.05）。两组患儿生活质量比较，可见实验组高（P
＜0.05）。两组家属满意度对比，可见实验组较高

（P＜0.05）。

综上所述，在小儿哮喘护理中采取以家庭为中

心的护理干预效果显著，能够提升患儿依从性，促

进其生活质量改善，进而提高家属的满意度。建议

此种方法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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