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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对NICU危重患儿父母需求及满足认知情况的差异研究

李建英　曾品群　赵丽洁 *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 　广州　510000

摘　要：目的了解 NICU 护士对危重患儿父母需求及满足的认知情况并比较两者之间差异。方法通过便利抽样法，抽取广

州 10 家三级医院 NICU 的护士 198 名，采用中文版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家长需求量表调查。结果需求总分为（3.00±0.40）

分，属重要，满足总分为（2.73±0.48）分，介于有时满足和经常满足之间，护士认为保证需求是危重患儿父母最重要的需

求 [（3.32±0.48）分 ]，其次是信息需求 [（3.06±0.46）分 ]、亲近需求 [（3.04±0.47）分 ]，得分最低的是支持需求 [（2.96±0.45）

分 ] 和舒适需求 [（2.88±0.51）分 ]。满足程度最高的是保证需求 [（3.10±0.49）分 ]，其次是信息需求 [（2.65±0.56）分 ]、

支持需求 [（2.65±0.51）分 ]，满足程度最低的是亲近需求 [（2.64±0.53）分 ] 和舒适需求 [（1.89±0.51）分 ]。结论护士

认为患儿父母的需求很重要，但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很好地满足患儿父母的需求。重视患儿父母的需求并给予满足，可以为

患儿提供更好的整体护理，促进患儿的康复，促进医患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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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收治的患儿病种多，病情

复杂、免疫力低下，我国大多数 NICU 采取的是封闭式管理

或集中探视，这导致了父母与孩子暂时的分离，父母不能及

时了解患儿病情治疗的进展、医疗费用、工作与家庭等多方

面的压力极易令患儿父母产生焦虑、紧张不安、烦躁易怒等

负面情绪 [1]。Leske[2] 认为需求得到满足，则能有效降低或

解除个人的焦虑与烦恼，并改善其对目前状况的感觉，同时，

增加舒适感和幸福感 [3]。医护人员是满足患儿父母需求的直

接执行者，从护士角度调查其对 NICU 危重患儿父母需求及

满足情况认知的差异，能够从执行者角度发现问题，更好地

解决问题。本文通过对 10 家三级医院 198 名 NICU 护士进

行调查，了解到了 NICU 护士对危重患儿父母的需求及满足

的认知情况及两者的差异，为临床针对性的落实患儿父母的

需求、促进危重患儿康复，减少父母焦虑及压力提供依据。

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 2018 年 7-9 月选取广东省 10 所三

级医院NICU护士共 198 名。样本的纳入及排除标准。（1）

护士纳入标准：获得护士职业资格证书且已注册的临床护

士，在广东省三级医院的 NICU 工作满一年及以上的，取得

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调查者。（2）护士排除标准：调查期

间 3 个月内因休病假、产假、外出学习、轮科等不在岗位的

护士，临床进修生。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中文版 NICU-FNI 量表：采用张帅等 [4] 翻译并修订的中

文版 NICU-FNI 量表进行护士对患儿父母需求认知的调查，

该量表包含40个条目5个维度，其中：支持需求12个条目、

保证需求 9 个条目、信息需求 8 个条目、亲近需求 7 个条

目、舒适需求 4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1 ～ 4 分评分，1 分

表示不重要，2 分表示一般，3 分表示重要，4 分表示非常

重要，得分越高表示需求越高。最后还有一个附加的开放性

问题以防患儿父母有其他的需求。该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957，Guttman 分 半 信 度 为 0.934， 各 维 度

Cronbach’s α 系数值范围为 0.832 ～ 0.905，分半信度值范

围为 0.847 ～ 0.919，重测信度为 0.875，具有较好的效度和

信度 [4]。采用同一量表进行护士对患儿父母需求满足情况的

调查，1 分表示从未满足，2 分有时满足，3 分经常满足，4

分表示总是满足，得分越高表示满足程度越高。该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9，各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值

范围为 0.803 ～ 0.909。

1.2.2 调查方法

研究者采用统一的指导语，首先自我介绍、解释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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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目的与意义并征得研究对象同意，被调查者充分理解各

项条目的涵义后，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被调查者独立完成

问卷。收回护士研究问卷 210 份，有效问卷 198 份。

1.2.3 资料分析方法

用 SPSS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频数和百分数

（分类变量）、均数和标准差（连续型变量）描述，需求和

满足情况的比较采用 t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护士对患儿父母需求及满足情况的比较

见表 1。

表 1  护士对患儿父母需求及满足情况的比较（ x ±s）

维度 需求 满足 t P

总分 3.00±0.40 2.73±0.48 10.992 0.000

保证 3.32±0.43 3.10±0.49 8.488 0.000

信息 3.06±0.46 2.65±0.56 13.646 0.000

支持 2.96±0.45 2.65±0.51 11.919 0.000

亲近 3.04±0.47 2.64±0.53 12.376 0.000

舒适 2.88±0.51 1.89±0.51 27.777 0.000

2.2 需求与满足得分差距最大的 10 个条目

见表 2。

表 2  需求与满足得分差距最大的 10个条目

序号 条目 排序 需求得分 满足得分 t P

12 希望能够开设针对新生儿科宝宝特殊护理的课程 1 3.22±0.54 2.42±0.76 16.092 0.000

1 希望了解宝宝的治疗效果 2 3.48±0.51 2.75±0.71 12.382 0.000

22 希望家长等候室设有卫生间 3 2.90±0.69 2.18±1.11 10.218 0.000

3 希望可以随时探视宝宝 4 2.66±0.80 2.91±0.64 10.157 0.000

40 希望能尽快摸到或抱到宝宝 5 2.96±0.71 2.35±0.79 11.156 0.000

13 希望能够参与宝宝护理计划的制订 6 2.91±0.76 2.31±0.85 11.560 0.000

4 希望每天都能和宝宝的医生交流 7 2.91±0.64 2.32±0.77 10.670 0.000

21 希望能和固定的护士交流宝宝病情 8 2.91±0.73 2.39±0.82 10.304 0.000

38 希望在医院有可以独处的地方 9 2.70±0.79 2.70±0.77 9.176 0.000

17 希望在家长等候室设有电话 10 2.52±0.85 2.03±0.99 8.852 0.000

3. 讨论

3.1 护士对 NICU 危重患儿父母需求及满足认知情况的

总体比较

表 1 显示，需求总分高于满足总分，两者之间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需求条目中得分≥3分的有26个，

满足条目中得分≥ 3 分有 15 个；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的条目共 38 个，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条目共 2 个，说明护

士并没有很好的满足 NICU 危重患儿父母的重要需求。这与

夏幸阁等 [5] 的研究结果相似。有学者认为，ICU 护士忽视患

儿父母需求主要表现为：在确保患儿生命健康的环境压力下,

护士的精力侧重放在技术性操作上 [6]。目前我国护理人力资

源紧缺，儿科护士缺编更是严峻，NICU 护士面临更加繁重

的工作，需要更高的理论技术水平，更高的素质要求，承担

更高强度的压力，所以，容易有意或无意的忽略危重患儿家

属的需求，同时，封闭式的管理也限制了护士满足患儿家属

需求的条件。

3.2 护士对 NICU 危重患儿父母需求及满足认知情况的

维度及条目比较

表 1 显示，护士认为患儿父母的需求在 5 个维度的得

分均高于满足在 5 个维度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同时，38 个条目的需求得分高于满足得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保证需求在需求和满足方面都是排在维度中第一位，

信息需求位列第二。这与夏幸阁等 [3] 的研究结果是相似，

目前相关的研究 [3,5,7] 显示患儿父母认为病情保证和获取信

息的需求也是排在前列。在需求与满足得分差异最大的 10

个条目中，保证需求占有 1 条，信息需求占有 3 条。条目 1

（保证需求）：“希望了解宝宝的治疗效果”，对于住院接

受治疗的人来说，治疗效果是最重要的，护士认为患儿父母

在患儿住院后，希望医务人员能够告知其孩子的治疗效果，

但护士对患儿病情的把握受自身能力及医疗分工的限制，加

上目前严峻的医疗环境，多数护士对患儿病情方面的话题采

取回避的态度，加上护士的精力更多的投入到护理患儿的工

作中，导致与患儿父母的有效沟通大大减少 [3]，不能满足患

儿父母的需求。条目 4（信息需求）：“希望每天都能和宝

宝的医生交流”，这可能与医务人员的工作繁忙，治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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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很难实现每天与患儿父母交流有关。条目12（信息需求）

“希望能够开设针对新生儿科宝宝特殊护理的课程”，条目

13（信息需求）“希望能够参与宝宝护理计划的制订”，这

可能与目前国内繁重的工作环境、紧张的人力资源配置以及

家庭式护理开展不成熟、未开展无限制探视等有关。

亲近需求得分排第三位，位于支持需求前，与目前的

研究结果一致。但是亲近需求的满足排第四位，位于支持需

求后。在需求与满足得分差异最大的 10 个条目中亲近需求

占有3条，条目3（亲近需求）：“希望可以随时探视宝宝”，

条目 40（亲近需求）：“希望能尽快摸到或抱到宝宝”。

本次研究中，有 40% 研究对象有小孩，这可能让护士认为

患儿为家庭中希望，与父母的离别，必定引起父母的思念及

担心，尤其是危重的新生儿，更加令产后的母亲想要尽快、

尽早地触摸到自己的孩子 [8]。条目 21（亲近需求）：“希

望能和固定的护士交流宝宝病情”，不同的护士运用的沟通

方式或者态度有可能不一样，可能导致患儿父母希望能与固

定的护士交流宝宝的病情。而支持需求只有1条，条目38（支

持需求）：“希望在医院有可以独处的地方”，这可能与患

儿父母认为关于孩子的需求比自身的需求重要有关，因此能

够尽早见到并接触自己的孩子，能够经常探视等要求比自身

能否得到更多的支持更加重要。最直接能够提供支持的是医

护人员及患儿父母的亲人，得到他们的支持比身边有朋友的

支持更重要。护士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实际却没有给予相应

的满足，NICU 的封闭式管理成了患儿父母与患儿见面的阻

碍，加上 NICU 工作的繁忙，在探视时，护士可能会忽视患

儿父母的需求。

舒适需求排在最后，与相关的研究结果一致，在需求

与满足得分差异最大的 10 个条目中，舒适需求占了 3 条，

这可能是因为：护士认为患儿父母存在舒适需求，但医院是

“治病救人”的地方，病人的治疗是最重要的，家属的舒适

并不在医护人员的工作范围，不是医务人员能够解决的。

4. 结论

医院应加强人性化护理管理，尽量减轻和帮助护士释放

工作的压力，减少职业倦怠的发生，有利于护士积极、主动

地了解并解决患儿父母的需求；多组织沟通类的人文培训，

提高护士积极性，并能让护士主动识别、了解患儿父母个体

化的需求，根据其需求情况给予患儿父母最需要的服务，及

时提供患儿父母需求的相关信息 [9]。在开放式探视、家庭式

护理成熟之前，可让家属参与康复期护理计划的制订与实施
[10]，在住院期间做好疾病的健康宣教，教会父母如何护理患

儿，增加患儿父母照护患儿的信心以及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和

满意度；出院后继续随访，做好延续护理，特殊病例可结合

“互联网 + 护理服务”提供上门服务，有助于提高家庭照

护质量；制作适合本科室满意度调查表，实时调查需求的满

足情况，及时解决问题，有利于预防和减少医患矛盾的发生。

医院层面，应尽可能地改善医院就医环境，尽量提供便利、

人性化的服务设施，如在 NICU 的等候区建立家属饮食区、

休息区、卫生间等，提高患儿家属就医体验，减少患儿父母

因为环境设施的不便利而增加的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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