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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在腭裂患儿语音功能训练中使用延续护理的效果和价值。方法 本研究开展时间为

2019 年 5 月～2020 年 5 月，便利选取该时间段内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腭裂患儿共计 90 例作为主要分析对象，

将所有的患者按照 1:1 的比例分到为两组，分别是对照组（n=45 例）、观察组（n=45 例）。两组患儿均接

受护理干预，但方法不同，分别是对照组（常规语音功能训练护理模式）、观察组（延续护语音功能训练

护理模式）；使用不同护理模式进行两组患儿的护理后，对患儿及家属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观察和分析，并

记录护理期间产生的数据，尤其是护理后患儿语音清晰度、心理状态改善情况、患儿家属满意度等数据要

详细记录。同时将两组记录后的数据进行比较。结果 采用延续护语音功能训练护理模式的观察组和常规语

音功能训练护理模式的对照组，比较患儿语音清晰度评分，观察组相对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进行两组患儿心理状态比较时发现，观察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P＞0.05）
表示；此外进行两组患儿家属满意度比较，观察组相对于对照组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 在对腭裂患儿语音功能训练的过程中使用延续护理模式，不仅能够提高患儿的语音功能，还能够改善患

儿的心理状态，对患儿自信心的建立有着积极作用，临床应用和推广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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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and value of using continuous nursing in the speech function 
training of children with cleft palate. Method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May 2019 to May 2020. It is 
convenient to select a total of 90 children with cleft palate who a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as the main analysis 
object, and divide all patients according to a 1:1 ratio The two groups are the control group (n=45 case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45 cases).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received nursing intervention, but the methods were 
different. They were the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voice function training nursing mo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ntinuation of voice function training nursing mode); after using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to care for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in detail, and record the data 
generated during nursing, especially the data such as speech intelligibility, mental state improvement, and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of children after nursing.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 the two sets of recorded data.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the continuous nursing function training nursing mode and the conventional 
speech function training nursing mode control group were compared with the children's speech intelligibility scor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relatively high,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When comparing 
the mental states of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it was foun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 
additio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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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up was high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continuous 
nursing mode in the training of children with cleft palate speech function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children's 
speech function, but also improve the children's mental state. I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ldren's self-confidence,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The promotion value is higher. 

【Keywords】 Cleft Palate; Speech Function Training; Continuing Care 
 

在先天畸形中，颌面部腭裂较为常见，发音不

清是该疾病的主要临床表现。因此为了能够改善患

儿的语音功能，临床中需要采用针对性的治疗方法，

即䜶学科的序列治疗，该治疗方法主要有矫形治疗、

外科手术治疗、语音功能更训练、正畸和心理治疗

等。以上治疗方法中，常常忽略语音功能训练作用
[1]。这主要是家长对语音功能训练的作用缺乏了解，

同时对如何开展语音功能训练知之甚少，从而导致

部分患儿的语音能力得不到良好的提升。另外，患

儿在治疗期间能够准确的发音，对其自信心的建立

有着积极意义，还能够提高患儿的社交能力。但，

患儿接受手术后，其住院时间较短，无法在短时间

对患儿进行语音训练，因为该过程需要长期进行，

所以会导致患儿的配合度降低，不利于治疗效果的

提升[2]。基于此，本研究选取 2019 年 5 月～2020 年

5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腭裂患儿进行分析，将

其分为两组使用不同护理方法，以此探析在腭裂患

儿语音功能训练中使用延续护理的效果和价值，现

将报告内容如下呈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开展时间为 2019 年 5 月-2020 年 5 月，

便利选取该时间段内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腭裂患儿共

计 90 例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将所有的患者按照 1:1
的比例分到为两组，分别是对照组（n=45 例）、观

察组（n=45 例）。对照组中男性患儿和女性患儿的

例数、年龄分布情况如下：男性患儿 25 例，女性

20 例，患儿的最小年龄和最大年龄范围是 4～12 岁，

中位年龄为（6.37±1.57）岁。观察组中男性患儿和

女性患儿的例数、年龄分布情况如下：男性患儿 26
例，女性 19 例，患儿的最小年龄和最大年龄范围是

3～12 岁，中位年龄为（6.62±1.83）岁。通过两组

患儿的资料比较可以发现，资料无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以（P＞0.05）表示，具有较高的可比价值。 
1.2 方法 
对照组使用常规语音训练方法。观察组则在常

规基础上使用延续护理。 
1.3 观察指标 
使用不同护理模式进行两组患儿的护理后，对

患儿及家属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观察和分析，并记录

护理期间产生的数据，尤其是护理后患儿语音清晰

度、心理状态改善情况、患儿家属满意度等数据要

详细记录。同时将两组记录后的数据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重要数据是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需

要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处理，故使用计算机录入所有

资料并采用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使用 n
（%）和（x±s）进行描述，比较时分别使用 X2 和 t
检验，若（P＜0.05）则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护理后语音清晰度比较 
采用延续护语音功能训练护理模式的观察组和

常规语音功能训练护理模式的对照组，比较患儿语

音清晰度评分，观察组相对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表 1 两组患儿护理后语音清晰度比较（x±s） 

组别 例数 训练前 训练后 

观察组 45 35.55±7.27 86.89±5.58 

对照组 45 32.28±6.47 77.36±4.56 

t  0.875 10.521 

P 值  ＞0.05 ＜0.05 

2.2 两组患儿护理后心理状态比较 
进行两组患儿心理状态比较时发现，观察组改

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P
＞0.05）表示。 

表 2 两组患儿护理后心理状态比较（n/%） 

组别 例数 自卑心理状况 依赖心状况 

观察组 45 14 13 
对照组 45 31 30 

X2  4.397 4.687 
P 值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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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儿家属满意度比较 
100%（45/45）、77.78%（35/45）分别是观察

组和对照组患儿家属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3 讨论 
先天畸形疾病中腭裂较为常见，腭裂患儿往往

会表现出发音不清的临床症状，为了改善患儿的症

状，临床中应该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并开展

针对性的护理。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

医疗水平和医疗技术得到了显著提高，在腭裂治疗

中，唇腭裂序列治疗的方法应用愈加广泛，且在实

际治疗中，人们对语音治疗越来越认可[3]。发音器

官是腭裂患儿具有语音能力的重要基础，然而腭裂

患儿的语音器官功能相对较弱，必须通过手术治疗，

将腭裂部位进行封闭，才能够使患儿具有语音能力，

然而单纯的手术治疗达不到理想效果，因此为了疗

效的提高，还要对患儿进行语音训练和指导，该过

程所需要较长的时间，合理的语音功能训练方法对

患儿的恢复有着积极作用。就传统的语音训练而言，

常采用面对面的方法，虽然具有一定效果，但训练

时间段，不利于患儿记忆。所以，为了能够增强训

练效果，需要在家庭进行延续训练。随着信息时代

的发展，微信已经称为人们沟通交流的主要平台之

一，其不仅能够传播语言、图片，还能够进行诗篇

交流，在对腭裂患儿进行护理的过程中，使用微信

作为主要工具，语音治疗通过微信平台与患儿交流，

实现了延续护理的连续性，对患儿的有着积极的影

响。 
在患儿实施延续护理的观察过程中发现，在进

行延续护理的过程中发现，采用延续护语音功能训

练护理模式的观察组和常规语音功能训练护理模式

的对照组，比较患儿语音清晰度评分，观察组相对

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人员将

制作的语音发音训练的要点推送给患儿家属，可为

家长的护理提供引导，从而促进患儿治疗质量的提

高，保证患儿的发音技能能够得到强化和巩固。由

于语音治疗较为复杂，因此家长患儿以及治疗师之

间需要通力合作。 
由于腭裂是生理缺陷，随着患儿年龄的成长，

社会中对其缺陷会存在一定的歧视，受这种因素的

影响，患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从而导致

自卑、失落等心理障碍的发生，使患儿出现性格孤

僻、社交困难等情况的发生，无论是生活，还是日

后工作均缺乏信心[4]。本研究表明，进行两组患儿

心理状态比较时发现，观察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P＞0.05）表示；此

外进行两组患儿家属满意度比较，观察组相对于对

照组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在对腭裂患儿语音功能训练的过程

中使用延续护理模式，不仅能够提高患儿的语音功

能，还能够改善患儿的心理状态，对患儿自信心的

建立有着积极作用，临床应用和推广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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