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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护理在小儿疝气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王丽霞 

金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体检中心  甘肃金昌 

【摘要】目的 阐述亲情护理在小儿疝气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定本院 2020.06-2021.12
期间就诊于我院治疗小儿疝气患儿共计 50 名，随机数字表分组下常规组、实验组每组 25 例。予以常规组

常规护理，予以实验组亲情护理，对比两组患儿临床指标、家长护理满意度、心率异常和疼痛率。结果 相

较于常规组，实验组患儿临床指标、心率异常和疼痛率更低，P＜0.05。相较于常规组，实验组家长护理满

意度更高，P＜0.05。结论 小儿疝气手术治疗需辅助优质护理，围术期建立亲情护理工作有利于提升疗效，

建议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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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family care in the perioperative nursing of children with hernia 

Lixia Wang 

Physical Examination Center of Jinchang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ospital, 
Jinchang, Gansu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family care in perioperative nursing of children 
with hernia. Methods A total of 50 children with hernia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20.06 to 2021.12 were selected, and 25 cases in each group were divided into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nder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Routine nursing was given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family 
nursing was give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linical indicators, paren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abnormal heart 
rate and pain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clinical indicators, abnormal heart rate and pain rate of the childre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P<0.05.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par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more satisfied with nursing care, 
P<0.05. Conclusion Pediatric hernia surgery needs to be supplemented with high-quality nurs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family care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it is 
recommended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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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疝气分为先天性腹股沟疝、脐疝两种，尤

其先天性因素是导致疝气发生于小儿人群中的主要

因素之一。有相关资料显示，早产儿、体重过低小

儿发生疝气的概率相对较高，尤其脐疝，这是因为

此类小儿的脐环关闭并不及时所致，而腹股沟疝则

因为小儿的生长过程中鞘状突关闭不良所致。对此

病可实施手术治疗，而为保证患儿预后建立有效的

围术期护理尤为重要。亲情护理是现代化医疗背景

下衍生的新型护理产物，为患者提供服务的同时提

升人们对护理的新型认知，构建护患间的“亲人”

关系为患儿考虑周详实施护理，既能增强信任，又

可调动护士工作积极心理[1-2]。对此，本统计具体观

察亲情护理应用效果，详情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本院中抽取小儿疝气患者共计 50 名，参与

2020.06-2021.12 临床统计，分成常规组和实验组给

予不同围术期护理措施，每组 25 例。所有患儿家属

对本次统计知情同意，已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配

合做满意度调查表并对所有护理内容自主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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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①体征检查参考《儿科学》疝气描

述符合体征；②患儿不超过十二岁；③统计已通过

伦理委员会。排除标准：①有凝血功能障碍；②有

其他并发症；③治疗配合性极差。 
常规组：男患儿 14 例、女患儿 11 例，年龄平

均值（7.25±2.05）岁、年龄范围 1-12 岁。实验组：

男患儿 13 例、女患儿 12 例，年龄平均值（7.29±
2.02）岁、年龄范围 2-12 岁。资料对比 P>0.05。 

1.2 方法 
常规组：护理人员在患儿接受手术前核对其基

础信息，并协同患儿完善相关检查确定结果综合判

断病情。手术中配合医生开展手术操作，监测生命

体征，术后给予抗感染药物治疗、对症治疗，预防

并发症。同时叮嘱患儿家属应予科学饮食，按照医

嘱规律用药，照顾好患儿日常生活。 
实验组： 
（1）常规亲情护理。①建立亲情护理小组，以

保护患儿生命健康为目的，从综合角度出发坚持以

人为本的护理。筛选护理人员需具有优秀沟通能力，

行为举止规范大方，态度和善专业能力强，能够加

速患儿对环境适应。②心理护理。因疝气产生小儿

会出现焦虑、恐惧等心理，护士对患儿进行疏导过

程中，还需注意给予家属一定的安慰，充分讲解手

术治疗的必须性、安全性，提高家属的配合以及理

解程度。术后护士也应给予患儿心理安慰、行为安

抚，可以通过趣味语言或者肢体，缓解患儿的不良

情绪。③健康教育。向患儿、家属讲述小儿疝气的

发生机制、治疗关键等，增加疾病了解，提升对后

续治疗和护理服务的依从性。 
（2）生理亲情护理。①在临床积极做好补液、

备血工作，纠正患者因病产生的水电解质失衡，检

查患者血型术前为其备好血液，并做好交叉配合实

验。②护理人员在患儿手术治疗前建立感染预防机

制，以完善的护理方案提前预警感染诱发因素并制

定处理方案，感染病灶或接近感染区的手术器械、

设备均要消毒后使用，保持无菌性。术中控制麻醉

剂用量，在患儿生命提升平稳后，将其送回病房。

待反应正常可表达自身焦虑感受后，护理人员及时

给予心理疏导。③患儿手术前坚持一到两天流质饮

食，每日应摄取足够的维生素、热量和蛋白质，水

分摄取应超过每日水分消耗的 10%。术后积极维护

患儿切口，预防感染。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临床指标、家长护理满意度、心率异

常和疼痛率。 
（1）临床指标评价标准：包括手术时间、术中

出血、哭闹停止、术后下床时间，结果值越低护理

越佳。 
（2）护理满意度评价标准：总满意度=（非常

满意＋较满意）/组间数*100%，结果值越高护理越

佳。 
（3）心率异常和疼痛率评价标准：分别调查各

项发生例数/组间数*100%，结果值越低护理越佳。 
1.4 统计 
项目数值计算于 SPSS22.0 软件中分析，计数和

计量内容以卡方和（x±s）为准做统计分析，通过

T、X2 值检验所示，结果对比 P<0.05 表示数据分析

有差异性有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指标对比 
表 1 可见，实验组的临床指标结果低于常规组，

对比 P＜0.05。 

表 1  两组临床指标对比( )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h） 术中出血（ml） 哭闹停止（h） 术后下床时间（h） 

常规组 25 57.82±9.26 2.32±0.49 4.66±0.56 24.00±8.16 

实验组 25 36.01±9.22 1.10±0.70 1.49±0.50 8.61±5.44 

T 值  8.345 7.139 21.113 7.846 

P 值  ＜0.05 

2.2 家长护理满意度对比 
常规组：非常满意 10 例、较满意 7 例、不满意

8 例，总护理满意度 68.00%。实验组非常满意 15

例、较满意 9 例、不满意 1 例，总护理满意度 96.0
0%。可见实验组家属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计算值

对比 X2=6.639，P＜0.05。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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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心率异常和疼痛率对比 
常规组心率异常 3 例、疼痛 3 例，总发生率

24.00%。实验组心率异常 0 例、疼痛 1 例，总发生

率 4.00%。可见实验组心率异常和疼痛率更低，计

算值对比 X2=4.152，P＜0.05 
3 讨论 
从医学角度上讲，疝气主要是指人体内的某个

内脏器官或者组织结构脱离了正常结构的位置，并

嵌入了由于先天因素或者后天的原因产生的薄弱部

分、缺损部分或者出现的空隙或者其他的组织部位

内。小儿疝气临床通常发生于半岁以内、新生儿人

群中，治疗主要依靠手术。而围术期护理工作的落

实主要针对手术开展，提高其治疗效果，护理操作

综合性贯彻手术治疗全过程，包括术前、术中、术

后三阶段。常规围术期护理干预操作内容单薄，无

法顾全小儿患者。而亲情护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以人为本的护理侧重，作为应用率较高的护理模式

在临床应用反馈良好，小儿疝气围术期间患儿能够

更快的恢复，减轻患儿疼痛感，在护理服务评价和

心率异常方面亲情护理应用效果更甚，获得理想治

疗效果[3]。而且，在医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问

题也变的更加棘手，围术期护理属于手术治疗方案

的重要内容，亲情护理介入后能够降低多种术后并

发症发生，此护理模式的存在建立于优秀工作管理

模式上，根据患儿病症制定合理护理推动亲情护理

全面落实，可以达成最终治疗目的[4]。 
结果可见，实验组患儿临床指标、心率异常和

疼痛率低于常规组；实验组家长护理满意度高于常

规组，P＜0.05。 
综上所述，亲情护理在小儿疝气围手术期护理

中的应用效果理想，可促进患儿康复，值得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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