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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

以住院早产儿母亲为

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和中文版疾病不确定感父母量表进行问卷调查&评价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

感水平!并采用非条件
#H

C

1JF17

回归分析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

共收回有效问卷
*8/

份&住院早产儿母亲

疾病不确定感总分为"

895.+e**54,

%分!其中
**56U

处于低水平!

8859U

处于较高水平&非条件多因素
#H

C

1J-

F17

回归分析显示*不良孕产史"

2!V459,6

!

.,U"#

*

+58./

"

*95.89

!

$V/5///

%'早产儿体质量"

2!V954/.

!

.,U"#

*

*599*

"

.5686

!

$V/5/*+

%'婚龄"

2!V+53,4

!

.,U"#

*

*5++4

"

35.+*

!

$V/5/**

%为危险因素!文化程

度"

2!V/53,9

!

.,U"#

*

/5+89

"

/56+9

!

$V/5//*

%为保护因素&结论
!

大多数住院早产儿母亲的疾病不确定

感处于较高水平!不良孕产史'早产儿体质量'婚龄'文化程度是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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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小于
96

周的新生儿!我

国早产儿出生率为
85*U

"并呈逐年上升趋势"其并发

症和预后问题严重威胁早产儿的生存质量"成为关注

的焦点(

*

)

!有研究表明"住院早产儿母亲易产生疾病

不确定感(

+

)

!父母疾病不确定感是指患儿父母因缺

乏足够线索而无法确定与患儿疾病相关事物时所产

生的一种认知状态(

9-3

)

!父母疾病不确定感与患儿健

康状况呈正相关"患儿的身体状况越差"父母的不确

定感水平越高(

,

)

%同时"父母伴有较高水平的心理痛

苦#焦虑和抑郁"严重时可导致创伤性应激障碍(

4-.

)

!

母亲是孩子的主要抚养者"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

者(

*/

)

"更应受到医务工作者和社会的关注!因此"调

查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分析其影响因素"

为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的干预提供科学依

据"对母婴健康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对住院早产儿

母亲疾病不确定感进行调查"旨在了解住院早产儿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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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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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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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疾病不确定感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

!

资料与方法

<5<

!

调查对象
!

选取
+/*3

年
.

月至
+/*,

年
9

月湛江

市
*

所三级甲等医院#

*

所二级甲等医院#

*

所妇幼保健

院的住院早产儿母亲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纳

入标准$&

*

'住院早产儿母亲%&

+

'孕周为
+8

"

94

a4周%

&

9

'能读写中文"认知正常%&

3

'愿意参与本研究!排除

标准$&

*

'存在医疗纠纷%&

+

'有医学专业背景!

<5=

!

方法

<5=5<

!

样本量的确定
!

多数学者认为调查问卷的样

本量与量表的变量有直接关系"样本量取研究变量的

,

"

*/

倍(

**-*+

)

!本研究的研究变量为一般人口学资料

*8

项#中文版疾病不确定感父母量表&

''!&

'

3

项"统计

分析变量共计
++

项"样本量选取范围为
**/

"

++/

例!

考虑到样本回收时存在无效问卷和遗失问卷"再将样本

量扩大
*/U

"样本量最终参考范围为
*+*

"

+3+

例"本研

究取中位数"拟选取样本量
*./

例!

<5=5=

!

研究工具
!

&

*

'一般情况调查表$由住院早产

儿母亲基本资料和早产儿基本资料两部分内容组成!

&

+

'

''!&

$为自评式量表"用于测量住院早产儿母亲

疾病不确定感水平!量表由
;?&<$#

(

*9

)编制"麦嘉

轩等(

*3

)修订成中文版"量表的
(BH2TD7LfJ

#

系数为

/5833

!中文版
''!&

共
+8

个条目"包含疾病状态不

明确性#疾病状态复杂性#与疾病相关信息缺乏#疾病

预后不可预测性
3

个维度!量表采用
#1̂GBF,

级评

分法"总分
+8

"

*3/

分"得分越高"表示住院早产儿母

亲疾病不确定感水平越高!王海燕等(

6

)指出"当母亲

疾病不确定感分数大于总分最高分
,/U

时"个体被认

为具有较高的疾病不确定感%本量表最高得分为
*3/

分"因此"

%

6/

分认为疾病不确定感水平较高"

'

6/

分认为疾病不确定感水平低!

<5=5>

!

实施过程
!

本次调查采用横断面调查法"遵

循知情同意原则!在早产儿转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

)?(!

'后
+P

内"由研究者向调查对象解释调查目

的及方法后"发放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由调查对象自

行填写"当场检查和收回!调查全程实行质量控制!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
*./

份"剔除无效

问卷
*/

份"获得有效问卷
*8/

份"有效回收率为

.3563U

!

<5>

!

统计学处理
!

全部数据采用
$

M

1PDFD95*

软件录

入"数据分析采用
&'&&*65/

软件!对一般人口学资

料和各变量行统计描述"计量资料以
Ke5

表示"计数

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疾病不确定感影响因素分

析采用非条件
#H

C

1JF17

回归分析%以
$

$

/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5<

!

基本资料

=5<5<

!

住院早产儿母亲的基本资料
!

有效问卷共

*8/

份"调查对象年龄小于或等于
9/

岁者
**3

例"占

4959U

%年龄大于
9/

岁者
44

例"占
9456U

!其他一

般资料见表
*

!

=5<5=

!

住院早产儿的基本资料
!

本次调查"男婴
*/8

例"占
3+5+U

%女婴
6+

例"占
,658U

!其他一般资料

见表
+

!

表
*

!!

住院早产儿母亲基本资料%

/V*8/

&

项目
/

构成比&

U

'

年龄&岁'

!'

9/ **3 4959

!%

9/ 44 9456

文化程度

!

初中及以下
8. 3.53

!

高中或中专
38 +456

!

大专及以上
39 +95.

婚龄&年'

!'

,

年
*/3 ,658

!%

,

年
64 3+5+

就业情况

!

在业
3. +65+

!

不在业
*9* 6+58

婚姻状况

!

已婚
*44 .+5+

!

非已婚
*3 658

家庭平均月收入&元'

!'

9/// ., ,+58

!%

9/// 8, 365+

独生子女

!

否
*6+ .,54

!

是
8 353

不良孕产史

!

无
*/8 4/5/

!

有
6+ 3/5/

计划内怀孕

!

否
63 3*5*

!

是
*/4 ,85.

助孕或人工授精

!

否
*,. 8859

!

是
+* **56

经历过先兆流产

!

否
.+ ,*5*

!

是
88 385.

妊娠合并症

!

无
*3, 8/54

!

有
9, *.53

育儿经验

!

无
64 3+5+

!

有
*/3 ,658

分娩方式

!

顺产
88 385.

!

非顺产"

.+ ,*5*

!!

"

$除顺产外的其他分娩方式

=5=

!

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分析

表
+

!!

住院早产儿基本资料%

/V*8/

&

项目
/

构成比&

U

'

早产儿性别

!

男
*/8 3+5+

!

女
6+ ,658

早产儿体质量&

C

'

!&

*,// *3. 8+58

!$

*,// 9* *65+

早产儿阿氏评分

!

正常
*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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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住院早产儿基本资料%

/V*8/

&

项目
/

构成比&

U

'

!

异常
*3 658

早产儿合并症

!

无
*34 8*5*

!

有
93 *85.

=5=5<

!

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和各维度得

分
!

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总分为&

895.+e

**54,

'分"其他得分见表
9

!

=5=5=

!

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水平
!

*8/

名

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得分处于低水平者
+*

例"占
**56U

%处于较高水平者
*,.

例"占
8859U

!

表
9

!!

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及各维度

!!!

得分情况%

/V*8/

(分&

项目 评分范围 得分范围 平均分&

Ke5

'

疾病状态不明确性
**

"

,, *,

"

,* 9+59.e45+9

疾病状态复杂性
8

"

3/ **

"

9. ++56/e9586

与疾病相关信息缺乏
,

"

+, 8

"

+, *,5,+e+569

疾病预后不可预测性
3

"

+/ 6

"

+/ *959+e+54*

疾病不确定感总分
+8

"

*3/ 36

"

*+6 895.+e**54,

=5=5>

!

住院早产儿母亲的疾病不确定感影响因素分

析
!

以疾病不确定感平均分
895.+

分为分界点"将住

院早产儿母亲分为高分#低分两组!以疾病不确定感

高#低分组为因变量"以
+5*5*

与
+5*5+

中住院早产

儿母亲和早产儿基本资料为自变量"分别进行单因素

非条件
#H

C

1JF17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良孕产史#助

孕或人工授精#早产儿体质量#婚龄#年龄#经历先兆

流产#文化程度均是住院早产儿母亲的疾病不确定感

影响因素&

$

$

/5/,

'"见表
3

!再以疾病不确定感高#

低分组为因变量"以单因素非条件
#H

C

1JF17

回归分析

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H

C

1JF17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最后入选方程的变量有不良孕

产史#早产儿体质量#婚龄#文化程度"其中不良孕产

史#早产儿体质量#婚龄为危险因素"

2!

值分别为

459,6

#

954/.

#

+53,4

%文化程度为保护因素"

2!

值为

/53,9

"见表
,

!

表
3

!!

住院早产儿母亲的疾病不确定感单因素

!!!

#H

C

1JF17

回归分析

变量
O AJ

%DEP

!

+

$ 2! .,U"#

不良孕产史
*54+4 /593* ++58/+ /5/// ,5/83 +54/8

"

.5.*/

助孕或人工授精
*5393 /5,68 45*4/ /5/*9 35*.6 *59,+

"

*95/+6

早产儿体质量
*5+6+ /534/ 654,. /5//4 95,4. *53,/

"

8568.

婚龄
*5*3, /59*. *+588, /5/// 95*3+ *548+

"

,586+

年龄
/569* /59*. ,5+33 /5/++ +5/66 *5***

"

95883

经历先兆流产
/548, /59/3 ,5/86 /5/+3 *5.83 *5/.3

"

95,..

文化程度
_/53*+ /5*84 35.*+ /5/+6 /544+ /534/

"

/5.,9

表
,

!!

住院早产儿母亲的疾病不确定感多因素

!!!

#H

C

1JF17

回归分析

变量
O AJ

%DEP

!

+

$ 2! .,U"#

不良孕产史
*58,/ /53/+ +*5*34 /5/// 459,6 +58./

"

*95.89

早产儿体质量
*5+89 /5,/. 459,6 /5/*+ 954/. *599*

"

.5686

婚龄
/58.. /59,, 453++ /5/** +53,4 *5++4

"

35.+*

续表
,

!!

住院早产儿母亲的疾病不确定感多因素

!!!

#H

C

1JF17

回归分析

变量
O AJ

%DEP

!

+

$ 2! .,U"#

文化程度
_/56.9/5+9. */5.8. /5//* /53,9 /5+89

"

/56+9

常量
_956,3/5./+ *659/6 /5/// /5/+9

>

!

讨
!!

论

>5<

!

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的整体水平分

析
!

本研究结果显示"

8859U

的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

不确定感处于较高水平"

**56U

处于低水平"提示住

院早产儿母亲普遍存在疾病不确定感"且大多数处于

较高水平"与张雨亭等(

+

)的调查结果相似!多数早产

儿为非预期出生"母亲对早产儿相关知识的储备不

足"对早产儿相关知识普遍缺乏(

*,

)

!另外"国内的

)?(!

普遍实行封闭管理"母亲无法感知孩子的情况"

也缺乏畅通的渠道了解早产儿现况及接受知识宣

教(

*4

)

!因此"住院早产儿母亲缺乏早产儿相关信息"

对早产儿的病情发展无法肯定及对其生长发育无法

预测"使其产生疾病不确定感"且处于较高水平!

>5=

!

住院早产儿母亲的疾病不确定感影响因素分析

>5=5<

!

不良孕产史
!

本研究显示"不良孕产史的
2!

值为
459,6

"为危险因素"提示有不良孕产史的住院早

产儿母亲具有较高水平的疾病不确定感!研究表明"

有流产史是早产和低出生体质量的危险因素(

*6

)

!

;?&<$#

(

9

)认为"认知能力影响个体对疾病不确定感

刺激框架的认识"进而影响疾病不确定感的产生!不

良孕产史的经历加重母亲的心理压力"干扰其认知水

平"导致对疾病不确定感的刺激框架认识不足"影响

疾病不确定感的产生!

>5=5=

!

早产儿体质量
!

本研究显示"早产儿体质量

2!

值为
954/.

"为危险因素"提示早产儿体质量越轻"

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水平越高!不同体质

量范围的低出生体质量儿生存和预后存在明显差异"

出生体质量越低"死亡率越高(

*8

)

!体质量越低的早产

儿各组织器官发育越不成熟"越容易引起各种并发症

和后遗症"甚至可能影响其生存质量!因此"形成的

刺激框架强烈"导致住院早产儿母亲产生较高水平的

疾病不确定感!综上"早产儿体质量是住院早产儿母

亲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因素!

>5=5>

!

婚龄
!

本研究中婚龄的
2!

值为
+53,4

"为危

险因素"提示结婚时间越长"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

确定感水平越高!研究发现与怀孕年龄大于
+,

岁者

相比"怀孕年龄大于
9,

岁是早产的危险因素(

*6

)

!婚

后长时间未生育"除了担心不孕和可能出现不良妊娠

结局外"亦会受到来自家庭等外在的压力影响%且生

育小孩的渴望强烈"可引起焦虑等负性情绪!而父母

的焦虑#压力与疾病不确定感呈正相关(

6

"

*.

)

"所以"婚

龄越长"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水平越高!

>5=5?

!

文化程度
!

本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为住

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因素"与
@!

等(

+/

)

及张敏敏(

+*

)的研究结果相同!本研究中文化程度的

2!

值为
/53,9

"为保护因素"提示文化程度较高的住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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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早产儿母亲具有较低水平的疾病不确定感!疾病

不确定感理论认为"文化程度是疾病不确定感的前置

因素之一"影响疾病不确定感的产生(

9

)

!文化程度较

低的住院早产儿母亲知识储备少"主动学习能力较

差"导致对早产儿相关知识的认知少和难以有效地获

取#分析及处理相关信息"因此疾病不确定感水平相

对较高!而文化程度较高的住院早产儿母亲"能充分

利用书籍#报刊#网络等渠道获取早产儿相关知识"具

有较强的信息认知和处理能力"因此对早产儿相关信

息有更全面的#系统的认识"疾病不确定感水平相对

较低!

综上所述"大多数住院早产儿母亲的疾病不确定

感处于较高水平!不良孕产史#早产儿体质量#婚龄#

文化程度是住院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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