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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叙事护理在儿童包皮扩张分离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23年7-8月在某

三级甲等儿童医院门诊进行包皮扩张分离术的5~12岁患儿240例。其中2023年7月收治的120例患儿为对

照组,2023年8月收治的120例患儿为试验组。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护理,试验组患儿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

叙事护理,比较2组 患 儿 的 焦 虑 程 度、术 后 疼 痛 程 度 及 并 发 症 发 生 率。结果 试 验 组 患 儿 术 后 焦 虑 评 分

[(30.16±6.70)分]、术后疼痛评分[2.0(2.0,4.0)分]及并发症发生率(12.5%)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分别为

(32.48±8.84)分、8.0(5.0,12.0)分、3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儿童包皮扩张分离

术中应用叙事护理可以减轻患儿的焦虑和疼痛,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患儿手术体验,提高手术成功率,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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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narrative
 

nursing
 

in
 

pediatric
 

preputial
 

dila-
tion

 

and
 

separation.Methods A
 

total
 

of
 

240
 

children
 

aged
 

5-12
 

years
 

who
 

underwent
 

preputial
 

dilation
 

and
 

separation
 

in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a
 

tertiary
 

children's
 

hospital
 

from
 

July
 

to
 

August
 

2023
 

were
 

select-
ed.Among

 

them,120
 

patients
 

admitted
 

in
 

July
 

2023
 

were
 

assigned
 

to
 

the
 

control
 

group,and
 

120
 

patients
 

ad-
mitted

 

in
 

August
 

2023
 

were
 

assigned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narrative
 

nursing
 

in
 

addition
 

to
 

routine
 

nursing.The
 

anxiety
 

level,post-
operative

 

pain
 

level,and
 

complication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sults The
 

anxiety
 

score
 

[(30.16±6.7)
 

points],postoperative
 

pain
 

score
 

[2.0(2.0,4.0)
 

points],and
 

complication
 

rate
 

(12.5%)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32.48±8.84)
 

points,8.0
(5.0,12.0)

 

points,and
 

30.0%,respectively],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narrative
 

nursing
 

in
 

pediatric
 

preputial
 

dilation
 

and
 

separation
 

can
 

alleviate
 

anxiety
 

and
 

pain
 

of
 

children,reduce
 

the
 

complication
 

rate,improve
 

surgical
 

experience,and
 

increase
 

the
 

success
 

rate
 

of
 

surgery,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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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Narrative
 

nursing; Prepu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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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事护理源于叙事医学,是护理人员通过倾听和

感受患者的故事,帮助患者实现生活、疾病故事意义

的重构,并发现护理要点,继而对患者实施护理干预

的护理实践[1]。因其具有可操作性强、效果显著、成
本低廉等特点,成为近年来最受欢迎的心理干预方式

之一[2]。国内开展叙事护理的时间不长,主要集中应

用于癌症和终末期患者,其他方向相对比较少,特别

是儿科患者,护士对叙事护理的了解也较少。黄辉

等[3]在湖北3所三级甲等医院478名护理人员中的

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09%和1.88%的护理人员对

叙事护理比较熟悉或非常熟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儿童是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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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群体,门诊手术患儿相对比较集中,停留时间短,常
常忽视了对患儿的人文关怀,儿童更容易产生不良情

绪,从而导致了医护关系的紧张。如何减轻患儿的不

良情绪,提高其就医体验,和谐护患关系是一项重要

的研究课题。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叙事护理在儿童

包皮扩张分离术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23年7-8月在某三级甲等

儿童医院门诊进行包皮扩张分离术的男性患儿作为

研究对象,共计240例。纳入标准:(1)年龄5~12
岁;(2)患儿智力正常,由直系亲属陪同,有一定文化

程度,愿意共同完成问卷调查。排除标准:(1)无法正

确理解量表或填表的家长和患儿;(2)患有其他疾病

如孤独症、智力障碍等患儿。其中2023年7月收治

的120例患儿为对照组,平均年龄(7.8±2.0)岁;
2023年8月收治的120例患儿为试验组,平均年龄

(8.1±2.0)岁。2组患儿平均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t=-0.919,P=0.359),具有可比性。本研

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1.2 方法

1.2.1 护理干预

1.2.1.1 对照组 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护理。执行

传统的手术护理方案,手术前,医生对患儿的病情进

行评估与解释;手术过程中,护士注意转移患儿的注

意力,观察患儿的情况,及时给予安慰;手术后,护士

进行健康宣教,指导家属用药,强调注意事项等。
1.2.1.2 试验组 试验组患儿在常规护理上增加叙

事护理。主要从外化、解构、改写、外部见证、治疗文

件这五大核心技术展开叙事护理。(1)外化:把人和

问题分开,即把患者和疾病分开。(2)解构:探索个人

情绪和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脉络的过程。了解形成

这些问题的社会因素,从而更加理解患者的做法。
(3)改写:是对例外事件的探索,让故事的方向慢慢发

生改变。(4)外部见证:即通过外部见证可以让更多

人知道患者在治疗效果上的进步,无意中推动故事向

前发展。(5)治疗文件:借助各种治疗文件,包括书

信、奖状、证书、贴画等,帮助患者建立信心,实现主动

治疗。具体实施方法如下。(1)倾听:手术前护士主

动倾听患儿的顾虑,与患儿及家属进行全面交流,了
解患儿为什么害怕做手术? 根据每例患儿的情况,制
定护理方案。(2)建立关系:寻找合适的时机,主动关

心患儿的学习生活情况,建立信任感。(3)引导叙事:
护士要从患儿熟悉的话题入手,用生动且富有童趣的

语言向其形象地描述手术的过程(把包皮比喻成不爱

干净的小鸟、奥特曼打怪兽等),引起患儿的兴趣和共

鸣,进而引导患儿说出现在所面临的问题。(4)问题

的外化:手术中采用提问的方式引导患儿回忆(是什

么原因让你感到焦虑? 当焦虑来的时候,你体会到什

么? 如果让你给它命名,你叫它什么?),引导患儿逐

渐克服内心的焦虑和恐惧,主动配合治疗。手术进行

时可以通过播放轻松的音乐、动画片来转移患儿的注

意力;运用科普吉祥物“龙龙”贴纸和小朋友喜欢的小

动物吊坠改造治疗室环境,营造温馨的环境。(5)解
构和重建:采用访谈的形式和患儿一起寻找疾病之外

的生活故事,比如在学校学习成绩很好,得到教师的

奖励等。帮助患儿重建信心,通过积极的心理构建,
让患儿更勇敢、更自信、更坚强,从而帮助更多的患儿

战胜困难,克服恐惧。(6)外部见证:手术后,护士可

以通过奖励贴贴画等措施和家长一起见证患儿的改

变,及时给予支持与肯定。改变新的宣教模式,通过

制作视频进行宣教,邀请患儿和家属一起观看视频,
更加清楚直观、容易理解和接受。在患儿术后3

 

d对

患儿情况进行回访,了解患儿回家护理情况。
总结上述内容,即手术前护士主动倾听,与患儿

建立友好关系,主动引导叙事,从而引出其面临的问

题;手术中采用提问的方式将问题外化、解构和重建,
帮助患儿克服恐惧;手术后通过外部见证帮助患儿重

拾自信,使故事得以改写。
1.2.2 观察指标 (1)焦虑程度:在手术前后,使用

由美国耶鲁大学 KAIN等[4]改良的耶鲁围手术期焦

虑量表(mYPAS)[5]评估患儿焦虑程度,该量表信度

高达0.86,效度为0.79。其包含语言、发声、情绪表

达、明显的警醒状态和父母的作用共5个部分,22个

项目,总分
 

23.33~100.00
 

分,分数越高表明患儿的

焦虑程度越高。(2)疼痛程度:采用儿童疼痛行为量

表(FLACC)对患儿的疼痛程度进行评估,该量表由刘

明等[6]汉化为中文版,Cronbach's
 

α系数为0.745,总
体重测相关系数为

 

0.946,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包

括面部表情、下肢动作、活动、哭闹、是否易安慰等5
个行为指标,每个指标评分0~2分,各个指标评分相

加为疼痛总分。(3)并发症发生情况:随访患儿术后3
 

d的情况,统计并发症发生率。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26.0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以 M(P25,P75)表示,采用 Mann-Whitney
 

U
 

检

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2组患儿手术前后焦虑程度比较 试验组患儿

术前焦虑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试验组患儿术后焦虑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2组患儿疼痛评分比较 试验组患儿疼痛评分

为2.0(2.0,4.0)分,明显低于对照组[8.0(5.0,12.0)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9.815,P<0.001)。
2.3 2组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试验组患儿并

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 学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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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11.15,P=0.011),见表2。
表1  2组患儿手术前后焦虑程度比较(x±s,分)

组别 n 术前 术后

对照组 120 48.25±13.84 32.48±8.84
 

试验组 120 48.84±12.13 30.16±6.70

t - 0.354 -2.293

P - 0.724 0.023

  注:-表示无此项。

表2  2组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出血 水肿 嵌顿 总发生

对照组 120 12(1.0) 16(13.0) 8(7.0) 36(30.0)

试验组 120 6(5.0) 6(5.0) 3(2.5) 15(12.5)a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

3 讨  论

叙事护理作为一种新的干预方法,采用叙事的形

式与患者进行沟通,使患者内心的感受得到充分体

现,进而提升其心理弹性,对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具有

重要意义[7]。临床工作中如何减轻患儿的疼痛和焦

虑情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尤其在手术过程中更是如

此。叙事护理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去表达患者自己内

心的情感和价值观,寻求成功的积极经验,从而让患

者建立积极的心理防御机制[8],克服遇到的心理问

题,改善其负性情绪,缓解焦虑水平,从而减轻疼痛,
提高手术体验。
3.1 叙事护理可以改善患儿负性情绪、缓解焦虑程

度、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本研究将叙事护理应用于包

皮扩张分离术中,结果显示,试验组患儿焦虑程度及

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这可能与叙事护理作为医患关系的桥梁,
采取关注、理解、反思、回应等技巧,寻找疾病之外的

正向事件,使其产生积极心理[9-10],从而改善其不良情

绪,缓解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减轻心理应激反应,提高

遵医行为,从而改善了患儿心理状态,减少了并发症

的发生。该结果与祝月英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因

此,叙事护理不仅可以让护士走进患儿的内心,了解

患儿内心真实的感受,还有助于改善患儿的负性情

绪,缓解焦虑,帮助患儿更好地应对疾病,减少并发症

的发生。
3.2 叙事护理可以减少患儿的疼痛,有助于提高其

就医体验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儿术后疼痛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
可能与叙事护理在转移患儿注意力、借助比喻和故

事、提供心理支持等方面的效果有关,帮助患儿建立

积极应对方式来应对疾病,从而减轻疼痛等症候群。
该结果与李玉梅等[12]

 

研究结果一致。叙事护理的基

础是护患沟通,认真倾听患儿内心的感受,并给予积

极反馈[13],让患者感受到关心,帮助患者积极应对疾

病,从而减轻其身体上的疼痛。因此,在手术中可以

积极采用叙事护理,让手术过程更加柔和、温暖、舒
适,可以提高患儿的就医体验,让医护人员和患儿家

属更加满意,值得在日常护理工作中推广。
综上所述,叙事护理符合当前新时代医疗的客观

需求,是促进患者恢复健康的一种手段和方法[14]。运

用叙事护理不仅可以改善患儿的内心焦虑、恐惧、抑
郁等负面情绪[15-16],还可以加强自身免疫,减轻症状,
有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在手术效果方面也更为满

意,为患儿的康复提供了重要的方法。采用叙事护理

需要注意许多方面,如围手术期不同阶段的实施、患
儿的年龄和认知能力、故事情节的设计、语言和表达

方式等。期望在今后的医疗实践中,通过更广泛地应

用叙事护理,让医院变得更有温度,使患儿感受到人

文关怀,提高患儿的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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