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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自闭症患儿的临床护理效果

迪丽努尔·多力坤

阿克苏地区第四人民医院 新疆阿克苏

【摘要】目的 分析心理护理干预对自闭症患儿的临床护理效果。方法 在我院 2021年 6 月份至 2022
年 6月份收治的自闭症患儿中，择取 220例进行实验。遵循随机分组的原则，将患儿划分为 2 组，分别命

名为对照组（包含 110例，采取常规护理干预）和观察组（包含 110例，在常规护理之上，加用心理护理

干预）。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 CBCL 评分、儿心量表评分、ABC 评分相较于对照组的变化明显，差异显著

（P＜0.05）。观察组患儿家属对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 心理护理在应用于

自闭症患儿护理中时，能够有效地改善其临床症状，优化身心发育，提高家属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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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nurs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children with au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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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children with autism.Methods 220 cases of autistic childre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2
were selected for the experimen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ndom grouping, the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espectively named as the control group (including 110 cases,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observation group (including 110 cases, in addition to conventional nurs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CBCL score, child heart scale score and ABC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 changes (P < 0.05). The family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When psychological nursing is applied in the nursing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clinical symptoms, optimiz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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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作为临床典型的一种心理疾病，其多发

于儿童阶段，又被称为孤独症，其以人际交往、行

为以及语言障碍异常等为主要症状，且男孩的发病

率相较于女孩更高[1-2]。而心理疾病相较于生理疾病

来说，更难以被患儿与家属所察觉，这就使得不少

患儿在确诊时，治疗难度较大[3-4]。在目前，多以康

复训练来进行自闭症患儿治疗，其包含了语言训练、

肢体训练等多个内容，以促进患儿的身心状态改善
[5-6]。而在治疗期间，患儿和家属的状况较为复杂，

积极的护理服务，能够优化治疗效果[7]。常规护理

过于呆板，且侧重于治疗措施的落实与患儿的体征

变化，忽略了患儿与家属的心理变化，自然干预效

果欠佳[8]。基于此，我院主张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对自闭症患儿加用心理护理干预，其效果理想。详

细阐述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我院 2021年 6月份至 2022 年 6 月份收治的

自闭症患儿中，择取 220 例进行实验。遵循随机分

组的原则，将患儿划分为 2组。

对照组中，患儿性别资料写作（男：女=63：47），
年龄在 3到 15岁的区间内，平均年龄（6.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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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观察组中，患儿性别资料写作（男：女=61:49），
年龄在 3到 14岁的区间内，平均年龄（6.12±1.34）
岁。

确定选取患儿符合自闭症的诊断标准；患儿监

护人对研究知情，且愿意参与，签署同意书。在对

2组患儿的基本资料进行对比后，确定 P＞0.05，可

比。

1.2方法

对照组患儿予以常规护理干预，根据医嘱对患

儿实施矫正训练、感觉训练、听觉训练等，促进其

相关功能的恢复。

观察组患儿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

干预，其内容为：

1.2.1环境暗示

多数患儿年龄较小，其缺乏良好地沟通能力，

在进入医院就医后，很容易会因为环境过于陌生，

而出现严重的负面情绪。医护人员可结合科室的条

件，来对病房环境进行调整，结合儿童的心理特点，

将病房布置成明亮、温馨的颜色，可挂放一些色彩

鲜艳的卡通图片，放置卡通人物玩偶和模型，吸引

患儿的注意力，使之更好地参与到治疗之中。同时，

自闭症患儿的感知异常，舒适的环境能够降低对其

的负面影响。

1.2.2行为引导

在治疗过程中，要尊重患儿的主导权，并且根

据其喜好来对训练方案进行调整，选取合适的训练

材料，保证患儿的依从性。同时，创建奖励机制，

能够激发患儿的配合积极性。在奖励上，包含了口

头鼓励和行为鼓励。例如，陪伴患儿玩耍；对患儿

进行拥抱等。

1.2.3言语引导

多数自闭症儿童都会出现语言障碍，因此，语

言护理是自闭症患儿护理的重点内容之一。选取自

闭症患儿感兴趣的话题，来引导其发言。在日常护

理中，也需要与之进行简单的沟通，例如患儿在饮

食前，问其想吃什么；询问患儿是否想要玩耍等，

这些都能够吸引患儿的注意力，让其发言的可能性

提高。

1.2.4家长、社会支持护理

护理人员要结合患儿的病情，通过健康宣教的

形式，来提高患儿家属对疾病的认知。同时，就疾

病的一些注意事项、不同阶段的治疗方式等加以讲

解，使得患儿家属能够掌握一定的配合途径。在患

儿家长的认知良好时，其能够更好地引导患儿的情

绪，为其提供支持，优化治疗效果。

1.3 评价指标

以 CBCL量表来评估患儿的行为异常状况，评

分越高，状况越差。以 ABC量表来评患儿的症状，

评分越高，状况越差。以儿心量表来评估患儿神经

心理发育状况，评分越高，患儿发育越好。

且以患儿家属调研表，来就家属对护理满意度

进行评估，其可以分为十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

意三项。

1.4 统计学分析

以统计学软件 SPSS18.0 分析研究中的数据，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患儿的 CBCL评分、儿心量表评分、

ABC 评分相较于对照组的变化明显，差异显著（P
＜0.05）。详见下表 1。

2.2 观察组患儿家属对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差异显著（P＜0.05）。详见下表 2。

表 1 2组患儿干预前后的相关指标比较（x±s，分）

指标
观察组（n=110） 对照组（n=110）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CBCL量表 26.57±3.47 15.40±3.47 26.38±3.94 19.85±4.75

儿心量表 45.67±7.42 68.12±7.68 45.36±7.65 58.60±7.56

ABC量表 88.30±12.37 53.49±2.43 88.17±12.56 60.58±3.72

表 2 2组患儿家属对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110 74（67.27） 33（30.00） 3（2.73） 107（97.27）

对照组 110 60（54.55） 33（30.00） 17（15.45） 93（8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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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自闭症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精神发育障碍

性疾病，其会危及患儿的身心健康[9-10]。且在我国临

床调研中指出，自闭症的患儿年龄越来越小，这也

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自闭症发生于没有良好沟通

能力的儿童。尤其是幼儿自闭症，其不仅会导致患

儿的心理健康异常，还会使得其缺乏基本的自理能

力，无法自主进食、排便等，严重影响着患儿自己

和家庭的幸福[11-12]。在疾病发生率上升的状况下，

临床对于自闭症患儿的治疗重视度也在提高。在目

前，对于自闭症多需要以康复治疗来进行干预，配

合积极的护理服务，可优化疗效。而常规护理内容

片面化，其侧重于观察患儿的生理变化，效果欠佳
[13-14]。心理护理干预是在以人为本理念下，所形成

的护理措施。其能够结合自闭症发生后，患儿的心

理状况以及影响因素，来拟定合理的护理计划，并

加以落实，保证其整体效果[15]。在具体干预中，其

能够结合患儿的年龄特点，来对治疗环境进行调整，

从而使得其更能够吸引患儿的注意力，消除其因陌

生感带来的排斥、反感等抵触情绪[16]。同时，对患

儿家属的认知和行为进行指导，使之能够正视疾病，

更好地配合临床工作开展。尤其是，患儿年龄较小，

会导致其对护理人员的抵抗情绪严重化，而家属可

更好地指导其进行相关工作。可以说，家属的参与，

能够优化康复效果[17]。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在应用于自闭症患儿护理

中时，能够有效地改善其临床症状，优化身心发育，

提高家属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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