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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父母陪伴舒适麻醉技术对患儿麻醉诱导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

将择期全身麻醉手术的患儿
1$'

例"年

龄
1

$

$1

岁!

4=4

分级
)$-

级!发育正常!无精神系统及认知功能障碍%分为试验
$

组'试验
1

组和对照组!试验
$

组患儿手术当

天由家长陪伴进行麻醉诱导!试验
1

组患儿在术前对家长进行舒适麻醉技术指导后在手术当天由家长陪伴进行麻醉诱导&对照

组术前常规访视!手术当天由手术室护士和麻醉医师陪伴进行麻醉诱导&结果
!

患儿年龄偏大'有手术经历及其父母不焦虑'心

理控制类型为内控型者与对照组比较麻醉诱导期的依从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术前对家长进行麻醉诱导指导与不进

行指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父母陪伴舒适麻醉诱导技术可以有效提高年龄偏大'有手术经历'其父母不焦虑且

心理控制类型为内控型患儿麻醉诱导期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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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患儿手术时往往需要离开父母进入手术室#对患儿

本身来讲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难免会产生焦虑*恐惧的心理#

对于接触到的人或物会产生一种防范的心理#从而影响患儿全

身麻醉诱导时的依从性'

$

(

)同时有些患儿术后会发生睡眠障

碍*焦虑*夜间哭闹*脾气改变等#这些术后相关的心理变化可

能和手术时的应激反应有关'

1.'

(

)本研究让患儿在父母的陪伴

下进入手术室进行麻醉诱导#探讨父母陪伴对患儿麻醉诱导依

从性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纳入
1%$'

年
-

月至
1%$0

年
-

月本院择期在

全身麻醉下实施手术的患儿
1$'

例#年龄
1

$

$1

岁)

4=4

分

级
)$-

级#发育正常#排除既往患有心*肺疾病#有精神系统

或认知功能障碍者#行心脏或脑部手术的患儿)采用简单随机

数字表法按照患儿入手术室顺序取其相对应的随机数字#根据

随机数字被
'

除的余数进行分组#余数为
$

的为试验
$

组#余

数为
1

的为试验
1

组#余数为
%

的为对照组)

?&@

!

干预措施

?&@&?

!

试验
$

组
!

术前常规访视患儿#手术当天患儿在家长

的陪同下进入手术室#家长与麻醉医生及护士一同安抚患儿#

参与麻醉诱导)

?&@&@

!

试验
1

组
!

在术前让患儿家长观看麻醉诱导视频#让

家长了解和学习麻醉诱导时安慰患儿的方法和技巧#同时给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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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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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卷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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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罩让家长模拟吸入麻醉#训练患儿适应面罩)手术当天患儿

在家长的陪同下进入手术室#与麻醉医生及护士一同安抚患

儿#参与麻醉诱导)

?&@&A

!

对照组
!

术前按照常规方法对患儿进行术前访视#手

术当天患儿在麻醉医生和手术室护士陪同*安抚下进行麻醉

诱导)

?&A

!

观察指标

?&A&?

!

麻醉诱导期合作量表'

0

(

!

该量表共
$$

个项目#总分为

$%

分)

%

分表示患儿配合程度好#诱导顺利#得分越高依从性

越差#

$%

分表示患儿合作程度很差)量表中每个条目表示患

儿不合作的一个方面#诱导期间出现相应表现时该项目记
$

分#最后累计总分)

?&A&@

!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2

(

!

超过
-

分可能有焦虑#低于
)

分没有焦虑)

?&A&A

!

成人
9"U#Qg#.=CD#QgFM,!

内
.

外控制量表
!

该量表为自

我评定量表#主要反映被测试者的控制感倾向#由
0%

个条目组

成#每个条目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心理控制类型越倾向

内控得分越低#越倾向外控得分越高)

?&A&B

!

其他指标
!

包括患儿的性别*有无手术经历*家长的焦

虑程度*文化程度及心理控制类型)

?&B

!

统计学处理
!

用
=H==$(&%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方

差齐的计量资料用
Cd=

表示#不齐的用
?

表示%计数资料用

百分率表示#采用
!

1 检验或
\#+NBD

精确概率法#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一般资料比较
!

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患儿性别*手术经

历*年龄*父母焦虑程度*教育水平及心理控制类型方面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表
$

&)

@&@

!

患儿依从性与年龄的相关性
!

患儿年龄与患儿依从性评

分呈负相关#试验
$

组*

1

组*对照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Z%&-0(

*

Z%&-2/

*

Z%&-$/

#患儿年龄越大#麻醉诱导合作评分

越低#麻醉诱导依从性越好#试验
$

组*

1

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试验
$

组*

1

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

表
$

!!

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男"女 年龄
8

"

9

上"下 有"无 内"外

试验
$

组
'/

"

'' '1

"

'( 02

"

1) '1

"

'( '-

"

'0 )&0(d'&)(

试验
1

组
')

"

'2 '0

"

'- 0-

"

10 '(

"

'1 01

"

1( )&1$d1&(2

对照组
0'

"

1/ ')

"

'2 00

"

1- '-

"

'0 '$

"

0% )&'2d1&($

!!

8

!父母焦虑%

9

!父母不焦虑%上!父母教育水平为本科以上%下!父

母教育水平为本科以下%有!患儿有手术经历%无!患儿无手术经历%内!

父母心理控制类型为内控型%外!父母心理控制类型为外控型

表
1

!!

患儿性别'手术经历与依从性的关系%

Cd=

&

组别
性别

男 女

手术经历

有 无

试验
$

组
1&1'd1&%2 1&$)d$&'2 1&1-d1&$(

"

1&%(d'&10

试验
1

组
1&$(d%&(1 1&%%d$&%) 1&%/d%&('

"

1&$'d$&%-

对照组
1&)%d$&$0 1&0'd$&$0 1&-/d$&%/ 1&1)d$&$0

!!

"

!

#

#

%&%2

#与对照组比较

@&A

!

患儿性别*手术经历与依从性的关系
!

不同性别患儿依

从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手术经历与患儿麻醉诱导依从性有

关#和无手术经历的相比#有手术经历的患儿麻醉诱导依从性

更好$表
1

&)

@&B

!

家长相关因素与患儿依从性的关系
!

家长焦虑程度和心

理控制类型与患儿麻醉诱导依从性有关#家长不焦虑*心理控

制类型为内控型患儿麻醉诱导依从性好$表
'

&)

表
'

!!

家长相关因素与患儿依从性的关系%

Cd=

&

组别
焦虑程度

焦虑 不焦虑

教育水平

专科以上 专科以下

心理控制类型

内控型 外控型

试验
$

组
1&')d$&12 1&%2d$&'1

"

1&$'d$&%1 1&$/d$&12 1&$$d$&'2

"

1&12d$&%(

试验
1

组
1&'2d$&%$ $&/)d%&(1

"

1&%0d%&(/ 1&1$d$&%1 1&%'d$&%2

"

1&$0d%&(2

对照组
1&'(d$&$/ 1&)(d$&%/ 1&'(d%&(( 1&-/d$&'$ 1&-%d$&$0 1&'1d$&$$

!!

"

!

#

#

%&%2

#与对照组比较

A

!

讨
!!

论

!!

手术室对于患儿来讲是个陌生的环境#在进入后容易出现

焦虑和恐慌的心理#这种应激反应如果过于强烈会引起生理功

能紊乱甚至术后可能会出现行为障碍)不同的患儿应激反应

的程度也不一样#因此#患儿舒适麻醉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对降

低患儿应激反应有一定的作用)心理学家发现#婴儿前
'

个月

有
)

种情绪反应!喜悦*欲求*愤怒*烦闷*厌恶*惊吓等)半岁

之前离开父母时无明显的情绪反应#但半岁至
0

岁时情感最容

易受到外界干扰)住院手术麻醉是造成患儿精神创伤的潜在

原因之一#特别是在麻醉诱导阶段)研究'

)

(表明#有
20]

的儿

童在术后
1

周出现异常行为#其中
1%]

持续到术后
)

个月#

-&']

持续到术后
$

年)

本院从
1%$$

年开展舒适麻醉技术#其主要目的是提高患

儿麻醉诱导的依从性#从而降低患儿相关心理并发症的发生)

本研究发现#无论是试验组还是对照组#患儿的年龄和麻醉诱

导依从性呈正相关#患儿年龄越大依从性越好)与既往的研究

一致#患儿在住院期间#低龄患儿$

$

$

2

岁&与年长患儿$

'

2

岁&相比对手术及术前相关工作会表现出更明显的焦虑和恐

惧'

-

(

)低龄患儿较年长患儿情绪反应更加强烈'

/

(

)患儿随着

年龄增长#对外周环境接触越来越多#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和焦

虑也随着其认知范围的增加而减少)笔者发现年龄越大的患

儿交流能力较强#进入手术室时会对周围自己不明白的物品进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1-

期



行提问#在获得解释后消除紧张情绪#在麻醉诱导时依从性往

往会更好)而年龄较小的患儿#一个方面由于心理焦虑#同时

其与他人交流能力也较弱#不能对陌生环境进一步了解#从而

更加恐惧#依从性较差)

试验
$

组*

1

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术前

对家长进行指导与不指导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

%

%&%2

&#但

将患儿按照有无手术经历*家长的焦虑程度和心理控制类型等

因素分别比较后发现#患儿有手术经历#家长不焦虑以及家长

心理控制类型为内控型的患儿麻醉诱导依从性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2

&)

患儿有过手术的经历#考虑可能由于其对手术室环境更加

了解#从心理上对经历过的事情不会充满恐惧#因此在家长的

陪伴下可以显著减少其焦虑程度#更好地配合麻醉诱导)

在父母相关因素中#父母的焦虑程度和心理控制类型会直

接影响患儿麻醉诱导的依从性)父母的焦虑程度越高#患儿的

焦虑程度就越高#患儿可以感知父母的焦虑#从而加重自身的

焦虑程度'

(

(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在孩子心理发育还未成熟前

往往对家长有很大的依赖性#患儿手术时本身对将要发生的事

情存在焦虑和恐惧#如果在这个时间家长也表现出焦虑的情

绪#患儿对手术及相关事物认知程度有限#家长的焦虑自然会

加重患儿的焦虑程度#从而影响患儿麻醉诱导的依从性)本研

究结果显示在没有家长陪伴的情况下焦虑家长组的患儿和不

焦虑家长组患儿依从性相比没有差异#但在家长陪同的情况下

焦虑家长组的患儿的依从性与不焦虑家长组的患儿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可能是对照组焦虑的患儿家长没有陪伴患儿

进入手术室#没有受家长焦虑情绪的影响#患儿的焦虑反而减

轻从而依从性较好)父母陪伴患儿舒适麻醉诱导技术曾被用

于减轻患儿术前焦虑#提高其麻醉诱导依从性'

$%

(

)但是焦虑

的父母不但不会减轻患儿焦虑程度#反而会增加患儿的焦

虑'

$$

(

)

心理控制类型为内控型的家长态度往往比较积极#相信通

过自己的安抚可以使患儿更舒适)而心理控制类型为外控型

的家长#往往希望医生承担主要角色和责任积极安抚孩子#从

而在麻醉诱导时依从性较差)

综上所述#针对患儿年龄较大*有过手术经历*父母焦虑程

度较低及心理控制类型为内控型的患儿#在家长陪同下进行麻

醉诱导可以显著提高其麻醉诱导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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