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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分析运动恐惧在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患儿自我效能与家庭关怀度的中介效应。方法 采

用便利抽样法,选取该院2023年1月至2024年6月收治的110例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心脏病患者运动恐惧量表(TSK-SV)、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SES)、家庭关怀度量表(APGAR)对患儿进行调查。
应用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101例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患儿运动恐惧量表总分为(43.20±
10.30)分,一般自我效能量表总分为(25.46±6.10)分,家庭关怀度量表总分为(5.12±1.31)分。先天性心脏

病患儿运动恐惧量表总分与一般自我效能量表总分呈负相关(r=-0.580,P<0.05),运动恐惧量表总分与家

庭关怀度量表总分呈负相关(r=-0.528,P<0.05),自我效能量表总分与家庭关怀度总分呈正相关(r=0.
304,P<0.05)。运动恐惧在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自我效能与家庭关怀度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效应值为-0.281
(P<0.05),占总效应的42.85%。结论 运动恐惧在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自我效能与家庭关怀度之间发挥部分

中介效应作用,医护人员可通过提升家庭关怀度,帮助患儿克服运动恐惧,进而提高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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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xercise
 

fear
 

on
 

self-efficacy
 

and
 

family
 

caring
 

in
 

children
 

undergoing
 

surgery
 

for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Methods A
 

total
 

of
 

110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June
 

2024
 

were
 

selected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The
 

exercise
 

Fear
 

Scale
 

(TSK-SV),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and
 

Family
 

Caring
 

scale
 

(AP-
GAR)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hildren
 

with
 

heart
 

disease.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correlation
 

analysis.Results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exercise
 

fear
 

scale,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and
 

family
 

caring
 

were
 

(43.20±10.30),(25.46±6.10)
 

and
 

(5.12±1.31)
 

in
 

101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operation.
The

 

total
 

score
 

of
 

exercise
 

fear
 

in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
tal

 

score
 

of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r=-0.580,P<0.05),the
 

total
 

score
 

of
 

exercise
 

fear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family
 

caring
 

(r=-0.528,P<0.05),and
 

the
 

total
 

score
 

of
 

self-efficacy
 

scal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family
 

caring
 

(r=0.304,P<0.05).Exercise
 

fear
 

par-
tially

 

mediated
 

the
 

effect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family
 

caring
 

in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with
 

an
 

effect
 

value
 

of
 

-0.281
 

(P<0.05),accounting
 

for
 

42.85%
 

of
 

the
 

total
 

effect.Conclusion Exercise
 

fear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family
 

caring
 

in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
ease,an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can
 

help
 

children
 

overcome
 

exercise
 

fear
 

and
 

thus
 

improve
 

self-efficacy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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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
 

family
 

c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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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性心脏病是一种常见先天性胚胎发育缺陷

疾病,多由于胚胎发育时期心血管发育异常导致,分
为无分流类、左至右分流类及右至左分流类等情况,
患儿常常伴发心内膜炎、肺部感染、心力衰竭等严重

并发症[1]。根据广东省先天性心脏病登记数据估计,
我国先天性心脏病真实发病率约为1.11%[2]。另有

关于我国围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 meta分析显

示,我 国 围 生 新 生 儿 先 天 性 心 脏 病 发 病 率 约 为

0.29%[3]。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多行外科开胸心脏畸

形矫治术治疗,约90%通过外科手术纠治可生存到青

少年期和成年期[4]。运动恐惧是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康复障碍之一,会影响康复获益,降低其生活质量[5]。
自我效能是指个人自认在某些特定情境中能够有效

地表现出适当行为的一种信念[6]。家庭关怀度通常

指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心、支持和照顾的程度。据报

道,自我效能高或家庭关怀度高患者运动恐惧越

低[7]。但关于运动恐惧、自我效能与家庭关怀度之间

关系的内在作用机制报道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运

动恐惧在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患儿自我效能与家庭关

怀度的中介效应,以期为减轻患儿运动恐惧提供理论

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本院2023年

1月至2024年6月收治的110例先天性心脏病手术

患儿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儿童常见先

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专家共识》[8]诊断标准;(2)行手

术治疗;(3)具备基本沟通能力;(4)入院前无运动恐

惧问题;(5)临床资料齐全。排除标准:(1)严重焦虑、
抑郁等心理问题;(2)合并肢体功能障碍疾病;(3)合
并影响运动能力的其他疾病;(4)合并严重感染;(5)
合并其他先天性畸形;(6)无法充分理解配合问卷调

查。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2021-k-
015)。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调查 采用自制问卷收集患儿性

别、年龄、病程、是否独生子女、入院诊断等。调查之

前先安排1次规范化培训,向患儿及家属解释研究目

的和调查问卷注意事项,对患儿及家属对问卷内容的

疑虑及时解答,不干扰选项意愿。问卷漏项超过10%
予以剔除。本研究共发放110份问卷,回收107份,
回收率为97.27%,剔除漏项超过10%问卷,有效问

卷101份,有效率为91.82%。

1.2.2 运动恐惧量表 参考心脏病患者运动恐惧量

表[9]评估,该量表包括17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
得分越高代表惧怕运动的程度越严重。

1.2.3 自我效能量表 参考一般自我效能量表[10]评

估,该量表包括10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法,每个条

目有4个选项。总分数与自我效能感呈正比。

1.2.4 家庭关怀度量表 参考中文版家庭关怀度量

表[11]评估,该量表共5个条目,采用0~2级评分法。
总分数与家庭关怀度成正比。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25.0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 分 析,计 数 资 料 以 频 数、百 分 比 表 示,采 用

Process
 

3.4检验中介效应,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

中介效应的验证,检验水准为0.05,采用Pearson相

关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运动恐惧、自我效能与家庭

关怀度得分情况 101例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患儿运动

恐惧量表总分为(43.20±10.30)分,一般自我效能量

表总分为(25.46±6.10)分,家庭关怀度量表总分为

(5.12±1.31)分,见表1。
表1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运动恐惧、自我效能与

   家庭关怀度得分情况

量表 条目数(n) 得分(x±s,分)

运动恐惧量表 17 43.20±10.30

 危险感知 4 10.50±3.19

 运动恐惧 4 10.48±2.67

 功能紊乱 4 10.61±2.59

 运动回避 5 12.35±3.22

一般自我效能量表 10 25.46±6.10

家庭关怀度量表 5 5.12±1.31

2.3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运动恐惧、自我效能与家庭

关怀度相关性分析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运动恐惧总

分与一般自我效能量表总分呈负相关(r=-0.580,

P<0.05),运动恐惧总分与家庭关怀度总分呈负相关

(r=-0.528,P<0.05),自我效能量表总分与家庭关

怀度总分呈正相关(r=0.304,P<0.05)。见表2。

2.4 运动恐惧在自我效能与家庭关怀度之间的中介

效应 采用Bootstr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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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5
 

000次,结果显示,运动恐惧在先天性心脏病患

儿自我效能与家庭关怀度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效应

值为-0.281(P<0.05),占总效应的42.85%。见表

3、4,中介路径见图1。

表2  运动恐惧、自我效能与家庭关怀度相关性分析

项目 运动恐惧量表总分 危险感知 运动恐惧 功能紊乱 运动回避 一般自我效能量表总分 家庭关怀度量表总分

运动恐惧量表总分 1.000 - - - - - -

危险感知 0.871 1.000 - - - - -

运动恐惧 0.870 0.725 1.000 - - - -

功能紊乱 0.824 0.566 0.582 1.000 - - -

运动回避 0.846 0.689 0.680 0.655 1.000 - -

一般自我效能量表总分 -0.580 -0.489 -0.465 -0.460 -0.522 1.000 -

家庭关怀度量表总分 -0.528 -0.442 -0.688 -0.464 -0.527 0.304 1.000

  注:-表示无此项;P<0.05。

表3  运动恐惧在自我效能与家庭关怀度之间的中介

   效应路径系数检验

路径 路径系数 95%CI P

运动恐惧-自我效能 -0.678 -0.752~0.427 <0.001

家庭关怀度-自我效能 0.339 0.265~0.428 <0.001

家庭关怀度-运动恐惧 -0.405 -0.571~-0.298 <0.001

表4  运动恐惧在自我效能与家庭关怀度之间的

   中介效应分析

项目 效应值 标准误 95%CI P
效应占比

(%)

间接效应 -0.281 0.061 -0.385~-0.127<0.001 42.85

直接效应 -0.339 0.088 -0.508~-0.168<0.001 58.60

总效应 -0.585 0.056 -0.691~-0.498<0.001 -

  注:-表示无此项。

图1  运动恐惧影响自我效能与家庭关怀度的中介路径

3 讨  论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通常伴随着心脏结构异常,如
房室隔缺损、室间隔缺损、瓣膜狭窄等。这些异常导

致心脏无法正常将氧气富集血液泵送到全身,也无法

将含有二氧化碳血液送到肺部进行氧合,导致身体器

官和组织缺乏足够氧气供应,影响正常生理功能。心

脏功能受损会导致一系列症状,包括疲倦、呼吸急促、
发绀、心跳不规则等,严重时可能出现心力衰竭,不仅

限制患儿体力活动,还可能导致内脏损伤,如肺部充

血、肝功能异常等,需要及时干预[12]。随着医疗技术

的不断发展,此类患儿死亡率不断降低,虽然可通过

手术治疗矫正心脏缺陷,但患儿运动感耐力和生活质

量会明显下降,人们逐渐认识到康复锻炼对先天性心

脏病患儿的益处[13]。
有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心脏术后康复普及率较

低,部分患者存在运动恐惧[14]。运动恐惧是患者对过

度运动非理性恐惧,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心脏康复独立

影响因素[15]。KEESSEN等[16]研究指出,45.1%介

入治疗患者和34.2%手术治疗患者存在高水平运动

恐惧。本研究中101例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患儿运动

恐惧量表总分为(43.20±10.30)分,处于中等水平,
与张红伟等[17]研究结果相符。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患

儿产生运动恐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手术带来的疼痛

和创伤记忆,使其害怕身体再次承受压力;患儿对自

身病情不完全理解,周围环境传递出对其身体过度保

护,都可能加重这种恐惧。对于自我效能感较高的

人,往往更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完成各种任务,面对困

难和挑战时会更有信心和动力去采取积极行动,并能

够坚持下去[18]。本研究结果显示,先天性心脏病手术

患儿自我效能量表总分为(25.46±6.10)分,处于中

等水平。由于经历重大心脏手术,患儿在身体和心理

上均承受巨大压力。手术疼痛、身体虚弱及担忧未来

健康,可能会削弱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导致自我效能

降低[19]。例如,在术后康复阶段,需要进行身体锻炼,
但患儿可能因为害怕身体无法承受或者担心疼痛而

不敢尝试,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完成这些康复活动。对

于家庭关怀度高的患儿,能感受到来自父母及亲人全

方位关爱与支持。术前家人陪伴和安慰能减轻患儿

恐惧和紧张;术后精心照顾和耐心鼓励有助于患儿身

体恢复和心理创伤修复。本研究中家庭关怀度量表

总分为(5.12±1.31)分,属于家庭功能中度障碍。分

析其原因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不仅影响患儿的生理

和心理,还会影响患儿父母情绪,破坏家庭健康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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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先天性心脏病治疗费用较高,会给家庭带来一

定经济负担,容易导致家庭矛盾冲突,进而影响患儿

家庭关怀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运动恐惧量

表总分与一般自我效能量表总分、家庭关怀度量表总

分呈负相关(P<0.05),自我效能量表总分与家庭关

怀度量表总分呈正相关(P<0.05)。运动恐惧在先天

性心脏病患儿自我效能与家庭关怀度之间起部分中

介效应,效应值为-0.281(P<0.05),占总效应的

42.85%。自我效能感较高患儿,往往相信自己有能

力应对运动带来的挑战和可能的身体不适,因此更有

可能勇敢尝试运动,不容易产生运动恐惧。有研究发

现,运动恐惧是预测患者是否参与体力活动因素之

一,较高运动恐惧会降低个体参与运动积极性,进而

降低运动自我效能[20],与本研究结果相符。小儿家庭

依赖感较强,其感受家庭关怀程度会影响个人情感和

行为。较高的家庭关怀度能够为患儿提供情感支持、
生活悉心照料及康复过程协助,这有助于增强患儿安

全感和自信心。当家庭给予患儿充分理解、温暖陪伴

和积极鼓励时,患儿会感受到自己被重视和信任。这

种积极情感反馈使患儿更愿意尝试克服困难,比如积

极配合治疗、参与康复训练等,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积

累成功经验,进一步提升自我效能。
综上所述,运动恐惧在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自我效

能与家庭关怀度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医护人

员可通过提升家庭关怀度,帮助患儿克服运动恐惧,
进而提高自我效能。但本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所选

研究对象均来自同一所医疗机构,且样本量相对较

少,研究数据、结果存在一定偏差,后续还需扩大样本

量进行多中心选例,深入探讨运动恐惧在先天性心脏

病手术患儿自我效能与家庭关怀度间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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