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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缓解儿童重症监护室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母亲的分离焦虑,满足其需求。方法
 

将PICU收治的68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按照住院时间分为两组。对照组患儿母亲在重症监护室治疗过程中采用常规方式与医务人员联系,在规定时间探视;观察组患儿

母亲在此基础上采用ICU移动App与医务人员和患儿联系。采用急危重患儿家属需求满足程度量表、母亲分离焦虑量表进行效

果评价。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儿母亲PICU需求满足程度得分为2.75±0.49,分离焦虑得分为2.39±0.44;对照组患儿母亲得

分分别为2.15±0.55、3.77±0.46;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结论
 

使用ICU移动App有利于减轻重

症监护室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母亲的分离焦虑,可提升家属需求满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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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lleviate
 

separation
 

anxiety
 

for
 

mothers
 

of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nd
 

meet
 

their
 

needs.
 

Methods
 

A
 

total
 

of
 

68
 

PICU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hronologically.
 

The
 

mothers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tacted
 

with
 

PICU
 

medical
 

staff
 

using
 

the
 

routine
 

method
 

when
 

the
 

children
 

hospitalized
 

in
 

PICU,
 

who
 

visited
 

their
 

children
 

only
 

in
 

detecting
 

time,
 

while
 

the
 

mother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ntacted
 

the
 

medical
 

staff
 

and
 

their
 

children
 

additionally
 

using
 

an
 

ICU
 

mobile
 

App.
 

And
 

the
 

effect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Critical
 

Care
 

Family
 

Needs
 

Inventory
 

scale
 

(CCFNI)
 

and
 

the
 

Maternal
 

Separation
 

Anxiety
 

scale
 

(MSAS).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
 

of
 

CCFNI
 

and
 

MSAS
 

of
 

the
 

moth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2.75±0.49
 

and
 

2.39±0.44,
 

which
 

was
 

2.15±0.55
 

and
 

3.77±0.46
 

for
 

the
 

moth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hen
 

compared
 

the
 

score
 

for
 

the
 

mothers
 

of
 

the
 

two
 

groups
 

(P<0.05,P<0.01).
 

Conclusion
 

Application
 

of
 

the
 

ICU
 

mobile
 

App
 

is
 

conducive
 

to
 

alleviating
 

separation
 

anxiety
 

for
 

the
 

mothers
 

of
 

PICU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nd
 

enhancing
 

their
 

level
 

of
 

needs
 

fulfi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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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性心脏病(下称先心病)占我国5岁以下儿童
非意外死亡病因的首位[1-3]。多数患儿需经手术治疗
校正畸形,术后患儿会被安置在儿童重症监护室
(PICU)直至病情稳定后才能返回病房,患儿和母亲不
但要承受手术治疗的痛苦,还要在短时间适应新的环
境,这种情况极易诱发和加重患儿-母亲分离焦
虑[4-5]。特别是PICU环境封闭、患儿抵抗力较差、护理
人员工作量大、探视时间短暂,医护人员的工作受到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很少有时间与家属进一步沟通[6]。
为弥补传统住院信息传达不及时的不足,我院PICU设
计ICU移动App并应用于临床,以改善先心病患儿母
亲分离焦虑,提高患儿家属治疗期间就医体验。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在我院

PICU治疗的先心病患儿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经临床体检,心脏彩超检查确诊为先心病;②年龄

2~6岁;③家庭完整(父母未离异);④首次入住

PICU;⑤母亲暂时未再孕;⑥患儿母亲为主要照顾
者;⑦患儿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
并其他严重疾病;②母亲、父亲或患儿有精神疾患或
认知障碍。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纳入患
儿68例,将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收治的34例

作为对照组,2018年3~9月收治的34例作为观察
组,两组患儿及其母亲基本资料比较,见表1。
1.2 方法

1.2.1 干预方法
对照组患儿的家属采用常规方式与医务人员联

系,即在规定时间(每周三、周日9:30~11:30)进行
探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ICU移动App平
台进行探视。
1.2.1.1 ICU移动App平台的设计 该App的整
体设计由专业开发团队完成,由医院信息中心组织医
院各科室专家对医院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
理,对 App需要实现的基本功能进行汇总,制定出

App的初步方案。信息中心协调软件工程师对医院
进行实地观摩和深入了解,组织各科室主任和护士长
参加 App设计与建设的讨论会。通过讨论和论证,
完成软件的初步构架,经院领导和各科室医护人员试
用后,提出改进意见,随后推出试用版在院内患者和
家属中推广试用。整个试用过程中信息中心广泛收
集患者和家属提出的建议,并协调软件工程师对建议
进行专业评估后对不足之处进行改进。2017年8月
开始在我院PICU使用。
1.2.1.2 ICU移动App平台的构成 由于该 App
主要用于智能手机和床旁iPAD,采用 Html5+Java
进行开发。该App由5个模块(见图1),3个框架构
成。3个框架包括客户端、综合业务平台及平台协作
组件。其中客户端由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计算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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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备使用者构成。综合业务平台包括App信息
服务、医疗机构平台、系统管理等。平台协作组件包

括服务对象信息查询、护理人员信息查询、医疗机构
信息查询等组件。

表1 两组患儿及其母亲基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患儿年龄

(岁,x±s)
母亲年龄

(岁,x±s)
患儿性别(例)

男 女

疾病类型(例)
房间隔缺损 室间隔缺损 动脉导管未闭

对照组 34 3.52±2.13 24.32±4.21 17 17 11 12 11
观察组 34 3.33±2.94 25.48±3.81 19 15 10 12 12
统计量 t=0.855 t=0.754      χ2=0.236 χ2=0.091
P 0.397 0.452      0.627 0.955

组别 例数
家庭月收入(人)

<3000元 3000~元 6000~元 ≥10000元

母亲文化程度(人)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学及以上

母亲工作情况(人)
工人/职工 经商/个体户 务农

对照组 34 4 10 12 8 6 21 7 18 10 6
观察组 34 5 9 14 6 5 22 7 17 12 5
统计量 Z=-0.347 Z=-0.193 χ2=0.301
P 0.729 0.847 0.680

图1 ICU移动App主要功能模块

1.2.1.3 培训及应用推广 ①成立移动 App医护
小组。小组成员由PICU护士长、2名主治医生、3名
具有良好沟通能力的高年资护士以及App开发团队
的2名技术人员组成。护士长为组长,负责小组成员
的工作安排及培训;主治医生和高年资护士负责组织
科室各医护人员指导患者家属使用该App和宣教内
容的推送及问卷调查;技术人员负责软件功能的培训
及给予技术支持。在ICU移动App推广前,护士长
和软件公司技术人员对主治医生和护士进行系统化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调查表及量表的使用、与患者的
沟通技巧、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软件的主要功能
模块及使用方法等。培训课程完成后对小组成员进
行考核,小组各成员的综合成绩>85分为合格。②
ICU移动App程序的安装及使用。护理人员为观察
组的患儿家属手机安装ICU移动 App,并且对家属
进行培训,确保正确使用。③建立患儿信息档案,评
估患儿信息。收集并录入患儿和其母亲信息,包括患
儿年龄、性别、体质量、疾病类型等;母亲的文化程度、
既往病史、家族史、家庭月收入、心理状况等。④ICU
移动App的具体应用。a.检查及缴费。通过该App
可以提前24

 

h通知患儿家属需要做的各项检查及发
送该项检查应注意的各事项,并将检查通知同步传送
至主治医生和责任护士,提醒各方做好检查前各项准
备工作,待检查完成后,检查结果由主治医生上传至
系统。当患者出现欠费时,ICU移动 App会定时提
醒患儿家属及时缴费并给予具体缴费流程和指引。
患儿及家属也可以通过该App界面查询每天治疗费
用。b.交流平台。患儿家属可以通过该App在线与

责任护士和主治医生等沟通,了解患儿疾病情况以及
医疗计划等,责任护士及主治医生对患儿家属提出的
问题需在12

 

h内予以答复,同时责任护士应该密切
关注患儿母亲的心理变化情况,必要时实施心理护
理。c.远程视频。患儿家属、医务人员均可以通过该

App发送视频,考虑到患儿的治疗,一般由责任护士
在患儿身体状况允许,以及患儿或母亲有意向进行沟
通时,为其提供实时视频探视。d.健康宣教。ICU移
动App为患儿家属提供科室环境、医生、护士等介
绍、专科健康教育知识(如先心病的症状、居家护理措
施、安全用药、生活细节、患儿饮食等)。其主要的呈
现方式包括文字、图片、视频。指导患儿母亲通过视
频学习,了解先心病相关护理知识。e.评价与建议。
患儿家属可以在ICU移动App评价与建议功能模块
中对整个医疗服务进行评价并对不足之处提出建议。
针对患儿家属的评价与建议,ICU移动 App医护小
组每周召开讨论会,对于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对于
一些客观问题则向不同的责任部门反映。
1.2.2 评价方法 ①家属需求满足量表(Critical

 

Care
 

Family
 

Needs
 

Inventory,CCFNI)。本研究采用
刘辉等[7]修订的中文版量表。该量表包括5个维度、
45个条目。各维度 Cronbach's

 

α系数为0.66~
0.81,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3。采用Likert
 

4级评分,1分为不满意,2分为一般满意,3分为比较
满意,4分为非常满意,各维度所有条目的平均分为
该维度最终得分,得分越高代表满足程度越高。②母
亲 分 离 焦 虑 量 表 (Maternal

 

Separation
 

Anxiety
 

Scales,MSAS)。本研究采用林淑玲[8]修订的中文版
量表,中文版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9。该量
表包括母亲对分离的知觉、母亲对与孩子分离的态
度、母亲对工作造成的分离担忧3个维度共35题。
该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完全符合”到“完全
不符合”5个等级(1~5),得分越高,则焦虑情绪越严
重。本研究在林淑玲[8]修订版的基础上对量表进行
了适当的文化调适,主要是针对表达方式的地区差
异,并通过对30名患儿母亲进行预调查,检验各条目
是否符合表达习惯且便于理解。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t检验、
χ2 检验及Wilcoxon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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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患儿母亲需求满足程度得分比较 见表
2。

表2 两组患儿母亲需求满足程度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获得支持 自身舒适 获取信息 接纳患者 获得保证 总均分

对照组 34 2.27±0.54 1.62±0.42 2.33±0.72 2.01±0.53 2.35±0.52 2.15±0.55
观察组 34 2.38±0.50 2.29±0.45 3.14±0.61 2.80±0.44 3.43±0.41 2.75±0.49

t 0.872 6.347 5.005 6.687 9.510 4.750
P 0.387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患儿母亲分离焦虑得分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患儿母亲分离焦虑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时间
对分离的

知觉

对与孩子分离

的态度

对工作造成

的分离担忧
总分

对照组 干预前 3.29±0.53 3.42±0.44 3.33±0.51 3.39±0.57
(n=34) 干预后 3.22±0.41 3.45±0.37 3.23±0.45 3.77±0.46
观察组 干预前 3.31±0.41 3.50±0.75 3.29±0.40 3.50±0.52
(n=34) 干预后 2.46±0.35 2.24±0.41 2.38±0.39 2.39±0.44
t(对照组干预前后)0.511 0.623 0.576 0.598 
t(观察组干预前后)2.341* 2.418* 2.211* 2.341*

t(两组干预前) 0.523 0.577 0.666 0.522
t(两组干预后) 8.221* 12.775* 8.323* 12.641*

  注:*P<0.05。

3 讨论

3.1 家属需求满足程度情况分析 根据表2结果可
知,观察组患儿母亲需求满足程度总均分为2.75±
0.49,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各维度中除获得支
持维度外,其余维度观察组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0.01)。提示在PICU使用ICU移动App可以提
高患儿家属对医疗需求的满足程度。由于PICU特
殊性,患儿家属只能通过医务人员了解患儿详细治疗
和康复情况,在这种限制下患儿家属有部分需求很难
得到满足[9]。通过应用ICU移动App,观察组家属对
患儿每日的治疗情况和疾病进展信息需求能得到更
好的满足,该结果与吴倩岚等[10]研究结果一致,其依
托智能手机等网络技术,以孕产妇和0~6岁儿童为
服务对象,构建基于妇幼卫生信息平台的便民 App,
为患者提供预约医疗服务、实时监测、健康宣教、关爱
提醒等服务,从而优化健康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满意
度。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家属可以更好地理解患儿
疾病情况和治疗过程,这与患儿家属可更加便利地向
医护工作人员请教相关问题,同时该App中提供了大
量有关先心病的专业知识,以视频、图片等方式对患
儿家属进行有针对性的知识普及有关。
3.2 母亲分离焦虑情况分析 PICU患儿病情危重,
需要进行密切的观察和治疗。家属容易产生恐惧、焦
虑等负面情绪,同时由于PICU探访时间有限,且医
护人员的工作强度很大,极易影响医患沟通,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家属对医护不信任不配合,甚至引发医疗
纠纷等[11]。一项关于PICU患儿家属心理需求分析
显示,家属容易因为病情的求知欲,对医护的业务水
平的怀疑及不信任程度、医疗技术及环境的不满意产
生焦虑、恐惧、紧张的负性情绪[12]。由表3结果可知,
观察组母亲分离焦虑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显著低于对
照组(均P<0.05)。表明采用ICU移动App可以降

低PICU患儿母亲的分离焦虑。一方面可能是由于
该App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渠道使患者家属了解患儿
的疾病情况和医疗计划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
患儿母亲由于对病情的担忧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另
一方面,通过该App可以让母亲和患儿在有需要时进
行视频交流,让母亲直接了解到患儿身体精神状况,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母亲的焦虑情绪。

综上所述,PICU先心病患儿母亲采用ICU移动

App与医务人员及患儿进行联系,结果显示有利于减
轻患儿母亲分离焦虑,提高患儿家属疾病治疗期间的
需求满足度。但本研究干预时间较短,对App的应用
效果评价指标较少,后续将评价应用该App对患儿家
属疾病认知、生活质量等的改善效果,并在全院推广
应用。其次,以后需要通过App提供针对性、个体化
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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