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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陇患儿家长心理状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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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孩子是家庭癿核心,孩子患病期间家长癿心理状态丌仅影响其自身癿身心健康, 更重要癿迓会影响患儿癿情绪, 以及患儿
癿救治呾康复。本文通过对患儿家长心理状况迕行理记研究, 旨在为提高医陇护理质量, 为患儿创造更好癿康复环境提供客观
癿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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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住院，家长的心理压力大, 需要有效的心理干预。
因孩子住院,家庭的生活、工作状态被打乱, 导致家长负面情
绪，给孩子造成心理压力,不利于疾病的治疗与康复。本文将
近年来对住院患儿家长心理状况的相关研究作一概述。 

1 心理状态及相关因素 

孩子是家庭的核心,孩子患病住院是一负性事件，往往导
致不良的情绪反应，影响患儿父母的工作、生活甚至孩子的
治疗与康复。尽管患儿家长不是患者，但他们的心理状况也
应受到重视。随着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
模式转化，21世纪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竞
争激烈，加上居住拥挤、噪音、环境污染、人际关系复杂等，
使人们长期处于烦闷、紧张、兴奋、抑郁、不安等状态，易
出现心理问题。对 100例脑瘫患儿父母心理状况评估及对策
调查结果显示,脑瘫患儿父母存在明显的抑郁、焦虑心理，这
些父母当得知自己的孩子患有脑瘫后，表现出对患儿有不同
程度的负咎心理。他们会对治疗失去信心，会担心患儿的预
后，生活能否自理，以及能否和健康孩子一样上学、生活，
就业是否会受到歧视等，这些都成为父母焦虑、抑郁的主要
因素【1】。对患儿住院期间家长焦虑情绪及影响因素分析中，
以一般背景问卷、焦虑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和家庭环境评定
量表对陪护住院患儿的家长进行评定。结果：患儿家长焦虑
分高于常模(P<0.01)，患儿病情严重、低收入家庭、在大家
庭生活的家长，焦虑情绪显著，影响焦虑的主要因素依次为
客观支持、家庭经济状况和亲密度。贺征英等【2】。在重症监
护室患儿家长心理应激因素的分析与对策中，对 108例重症
监护室患儿家长的心理进行调查结果，家长心理应激因素主
要有：担心子女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担心治疗失败、担心
后遗症、对治疗方法不了解 4个方面,分别占 96.5%、95.4%、
95.4%、75%。自编影响因素问卷显示,有关疾病方面的因素
为主要因素,其余为经济因素、探视时间、医院环境和医护人
员态度。在家长焦虑心理干预对肾病综合征患儿康复的影响
研究中得出，肾病综合征患儿家长的焦虑心理直接影响患儿
的治疗和康复，护理干预能有效降低家长的焦虑程度，可促
进患儿的康复【4】。在与患儿家长进行心理护理的必要性中指
出，患儿家长相对心理反应:焦虑和紧张、怀疑和不信任、恐
惧和缺乏安全感；过于容忍患儿的各种行为；过于轻视自己
对孩子的照顾能力；过于依赖医护工作人员；在同病室患儿
中寻求共点，过于相信其他患儿的治疗方案，严重影响正常
治疗。任榕娜等。对长期住院儿童父母调查分析显示,长期住
院患儿父母以焦虑、抑郁、躯体化、恐怖 4 个因子分值明显
高于常模及对照组，提示其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 

2 对策 

在患儿的治疗康复过程中，应关注家长尤其是年轻父母、
经常患病的儿童家长的心理、情绪变化。根据患儿家属不同
的心理状态，采取个别化的心理疏导。 

2.1 焦虑情绪 

交流是缓解心理困扰的有效措施之一。首先，应该与患
儿家属多交流，了解焦虑的原因。如因疾病而焦虑，应及时
通报不同阶段患儿的情况，讲解患儿疾病及治疗护理的相关

知识，向其讲明患儿病情可能的病因，正在采取的治疗方案
及预后，帮助其认识疾病，接受现实，满足其知情权。及时
解答家长的疑问，给予家长以心理支持，取得家长的理解和
配合；如因医疗费用而焦虑，告之不会增加无谓的费用，医
院有费用公示，每天有费用清单，会认真核对计价项目，确
保收费合理准确；对医院环境了解与否，是焦虑的重要因素，
应设法为其提供良好陪护环境，指导其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
医院增设醒目设施，提供优良的导医服务，做好入院介绍，
帮助家长熟悉医院环境，消除陌生感。 

2.2 敌对情绪 

医护人员应主动接近患儿亲属，倾听其诉说顾虑与不满，
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如有语言、行为不妥之处，及时向其致
歉，以取得原谅。不直呼床号，应亲切呼唤姓名或小名。当
家属发泄不满情绪时，避免正面冲突，让其冷静后与之交谈，
真正理解关心他们，才能消除患儿亲属敌对情绪。 

2.3 躯体不适感 

有证据表明，应激生活事件与多种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
的发病相关。在帮助患儿亲属消除焦虑、抑郁、敌对情绪的
同时，积极提供一些有关疾病及康复、心理卫生、饮食睡眠
方面的知识，帮助其辨别哪些躯体症状应重视，哪些感觉不
必担忧。不应把常规的护理工作交给陪伴患儿的亲属代劳，
防止其过度疲劳，抵抗力下降而患病。对那些已患某系统疾
病的患儿亲属，医护人员应积极帮助其去相应的专科诊治。
家长的身体健康是为患儿提供支持的前提。 

2.4 人际关系敏感 

在患儿入院时，医护人员要热情地向患儿及其亲属介绍
主管医生、护士，并向他们介绍同病室的患儿及其亲属，使
其尽快熟悉，增加信任感，减少隔阂，促进他们建立友好的
互助关系。同时医护人员要同情、体贴患儿及其亲属，给无
业、农村、经济困难者更多的帮助，消除自卑感，取得其信
任。 

良好的社会支持家庭稳定、气氛愉快、亲子关系密切，
对儿童心理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家庭代表着与疾病病因、
治疗和预防有关的社会背景，可以对控制疾病提供必要的社
会支持。 

总之，在治疗患儿疾病的同时，从生理、心理、家庭、
社会等方面入手，并注重家长的心理、情绪和需要，才能提
高疾病的治愈率和患儿家长的满意率。其最终意义在于医疗
服务，不仅仅局限于疾病，而在于人。相信经过心理护理的
不断深入，患儿及家长的心理会更健康，医患关系会变得更
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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