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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宣教在小儿狭窄性腱鞘炎围手术期应用价值

倪晓威 1 韦亚红 1 杨 洵 2 蔡雅贤 3 邵 兵 1△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手外科 吉林 长春 130033）

摘要 目的：对手术疗法治疗狭窄性腱鞘炎的小儿患者采取系统的整体健康宣教，使得患儿疗程缩短，治愈率高，复发率降至最

低，功能康复效果良好，提高护理质量。方法：在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手术疗法切除部分狭窄腱鞘，围手术期实施系统的全面

的功能康复训练及宣教。结果：54 例患儿完全治愈，随访 3~26 个月，无复发及并发症，愈后功能良好。结论：细致、周密的做好围手

术期对家长及患儿的双重健康宣教工作，使得护患关系融洽，患者自护能力大大加强，治疗及护理效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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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Stenotic tenosynovitis pediatric patients undergoing the surgical therapy were taken system overall health

mission, making cure rate of children patients high and shortening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Methods:
in conservative treatment invalid cases, surgical therapy excision part, narrow tenosynovitis perioperative implementation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function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nd mission. Results: 54 patients cured completely follow-up of 3~26 months,
relapse-free and complications, prognostic function is good. Conclusion: the perquisite for completes the perioperative for parents and
children's health, make double missionaries protect patients with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ce protect ability strengthens, cure
and nurse with satisfactory effect.

Key Words: children, With stenotic tenosynovitis, Perioperative, Health mission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CLC):R726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3-6273（2011）08-1567-02

作者简介: 倪晓威（1974-），女，主管护师，护士长。

研究方向：健康教育及护理管理。

通讯作者 :邵兵（1963-），女，主管护师，护士长。

电话：0431- 89876961。

（收稿日期：2010- 12- 03 接受日期：2010- 12- 28）

在腱鞘炎的发展过程中，其局部的软组织发生一定程度

的硬化，从而出现狭窄性腱鞘炎，这类疾病难以通过服药或者

物理疗法等措施达到痊愈，因此往往需要手术治疗，术后再次

复发的几率较高。我科于 2006 年 6 月至 2009 年 12 月 共收治

54 例狭窄性腱鞘炎患儿。由于健康宣教是心理护理的重要方

法，也是建立良好护患关系的良方。是心理护理的一种有效方

式，却又是超前于心理护理的一种方法，因为有效的健康宣教

不仅可以告知病人对疾病的正确认识，还能告知病人如何对疾

病正确的预防及康复。健康教育在对整个人的身心健康、护理、
治疗方面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1]。运

用系统的健康宣教指导围手术期的护理工作，获得了满意的治

疗及护理效果，现将体会回顾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54 例，男 19 例，女 35 例，年龄 0-5 周岁。病例特点：

均为拇指病变；有外伤史 11 例；习惯性吮指 27 例；不明原因

16 例。其中单纯左拇指 16 例，右拇指 32 例，双手拇指均发病 6
例且年龄均不足 1 周岁确诊为先天性。平均住院 9.8 天，术后

随访 3-12 个月，拇指功能恢复正常，无一例复发。

2 诊断、病因及治疗

狭窄性腱鞘炎是指腱鞘因机械性磨擦而引起的慢性无菌

性炎症改变。在临床上以成人多见，幼儿少见，而二者的发病原

因明显不同。狭窄性腱鞘炎发生于小儿者称之为先天性狭窄

性腱鞘炎，它是婴幼儿特有的一种先天性疾病。儿童患腱鞘炎，

大多数为先天性，外伤、习惯性吮指也可引发腱鞘炎。主要表现

为患儿拇指主动或被动屈伸活动时有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即

拇指末节绞索或称弹响指，同时伴有疼痛及在掌指关节掌侧有

黄豆大小痛性结节[2]。由于婴幼儿没有明确的主诉，查体时不能

与医生主动配合，因此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不愿意用患手活动

或玩耍，所以应认真仔细检查，才能明确诊断。应注意有一些无

绞索的患儿在 6 个月内有自愈的可能，对已出现绞索和弹响的

患儿应早期手术治疗，以免影响手指的发育[3]。腱鞘炎早期无卡

压症状时通常采用局部热敷、理疗、鞘内封闭、中药治疗等方法

治疗，一般鞘内封闭注射有一定的效果，但儿童往往不能很好

的配合，因此常常选择手术疗法。本组病例曾有 13 例经过保守

治疗，症状略有缓解但未能痊愈后而选择手术疗法。

3 宣教内容

3.1 术前宣教

手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无论它对治病多么重要，而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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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一种强烈的刺激。更何况面对的是孩子，所以手术前的

心理护理及健康宣教显得尤为重要。沟通不良和提供信心不足

与家属沟通满意度不高有关[4]。首先必须做好家长的宣教工作，

家长是孩子适应患者角色的重要转变通道，家长通过言语、表
情、态度和行为等影响孩子的心理状态，缓解患儿的不安与恐

惧，因此要求家长帮助患儿维持最佳的心理状态以配合手术。
由于患儿年龄尚小，过多的信息宣教面对的是家长，因此首先

要告知家长，术前的心理状态将成为能否顺利通过手术的重要

因素，因此，做好病人心理护理对手术的顺利进行和术后身体

的康复起着重要作用。家长的恐慌势必影响孩子的安全感。同

时解除家长对麻醉及手术可能预见的并发症的忧虑，以正确的

心态与患儿一同迎接手术。尤其是手术的前一日，往往对年龄

稍大一点的患儿而言，最具恐惧感，因此采用情感护理措施，有

巡台护士来术前访视，在责任护士的引导下，接近患儿建立一

种亲情感，利用情感因素讲解一些手术相关的问题，打消患儿

对手术的恐惧感，术中护士全程陪伴，让患儿感觉护理人员就

是自己的守护神，用赞扬和鼓励的语言表扬他的勇敢，为孩子

建立自信心[5]。孩子因不懂手术是怎样一回事，面对逆境发生的

孩子大多需要更多的关爱和鼓励，因此术前不必与患儿交流过

多的话题，让孩子无压力的以最佳的身心状态迎接手术至关重

要。由于术前积极进行宣教与告之，患儿及家长心态良好积极

配合，缩短了住院时间，减少了住院费用[6]。
3.2 术后宣教

术后宣教不同于术前宣教，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患儿采取

因地制宜的宣教方法，对稍大的患儿讲解术后应早期做屈伸手

指活动，防止肌腱粘连的重要性。安慰性语言可以增强病人战

胜疾病的信心，消除病人紧张情绪，增加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对

于小孩，要多用鼓励性语言，使患儿主动配合各项操作[7]。告知

家长功能锻炼是保障不再使得疾病复发的前提，使之理解并配

合术后护理工作。尤其术后 2 周内缝线未拆线前，每次换药的

同时都要帮助患儿进行手指的屈伸功能练习，防止术区的粘连

而影响手术效果，甚至复发。同时向幼小患儿家长宣教，功能锻

炼不能操之过急，幅度不可多大以免造成切口裂伤。帮助患儿

练习患指屈伸运动术后前三天每天 3—5 次，根据患儿的耐受

程度逐渐加量，循序渐进的联系，但也不可以因为心疼患儿而

放弃锻炼。适度的良好的功能练习是预防复发的重要保障。告

知家长术后要保证患儿充分的营养供给，使之提高患儿的身体

抵抗力。向家属宣教由于是无菌手术，只给予患儿口服抗生素

五天，避免不必要的药物不良反应，解除家长的担忧及顾虑。本

组病例患儿均在住院期间达到了理想功能康复，且切口愈合良

好，按期拆线，医患效果满意。
3.3 心理指导

围手术期最常见的病人心理反应是焦虑和恐惧、害怕疼痛

及并发症的发生。作为患儿，角色的改变对于孩子的影响往往

不及于成人，但由于患儿处于幼儿期，不能主动配合手术的各

项准备工作往往增长了心理护理的难度。患儿不能真正的理解

手术的含义，因此让患儿能积极接受手术，首先家长必须具备

良好的心态，孩子的心理活动变化大多来源于身边家长的情绪

影响。为了使患者的情绪由消极情绪转变为积极情绪，有利于

疾病的康复，应首先了解患者的需要及产生情绪的原因[8]。作为

护士要多倾听家长的疑虑，逐一为家属解答对于手术的各种担

忧，给予有针对性的解释、分析与安慰。让同病种的患儿家长之

间多沟通，因势利导，并给予充分的信息支持。用各种途径和手

段满足病儿心理需要。如按时组织收看动画片，护士阿姨每天

与其聊天、陪玩游戏等，让患儿尽快适应环境以及适应医务人

员，消除牵挂，每次治疗或护理结束后，予以充分的表扬和肯

定，必要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以增强患儿对医务人员的信

任感，配合治疗[9]。调动患儿潜在的积极因素,使其精神处于最

佳状态。由于术后不给于静脉给药，使得患儿 大大消除了对护

士的恐惧感。实践证明对于家长及患儿双重的心理指导对于手

术的成功与否也至关重要。
3.4 出院指导

根据病情的不同，指导病人有针对性地进行功能锻炼，以

促进手功能恢复[10]。此类疾病术后两周拆除缝线，告知家长予

患儿养成劳作后用温水洗手的习惯，不宜用冷水，每天继续活

动患肢手指做屈伸运动，并协助患儿自行按摩，避免患指制动，

防止术区粘连，告知患儿消除吮指的不良行为与习惯。临床治

愈、好转的患者及家属心情是愉悦的，但同时一定要做好出院

指导及健康宣教，强调及时复查和定期随访的重要性，使患者

及家属在心理上给予高度重视，发现复发征兆，及时就医[11]。

4 体会

通过本组病例总结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通过健康教育，

告知患者正确的疾病知识，从而减轻疾病不确定感，建立正确

的健康行为[12]。健康教育能有效地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增强

自我护理的能力，提高生活质量[13]。做好患儿的健康宣教不仅

加速疾病康复，还陶冶病儿情操，促进智力发育，训练思维，启

发想象力。护理人员要做好病儿心理护理前提，必须加强自身

心理品质修养和掌握护理心理学知识。因此拓宽了护理人员对

于心理学的知识面。及时有效地干预和处理家长的术前焦虑反

应，可增强患者对手术的心理应对能力，使之具有良好的心理

状态，有利于促进病人术后的躯体和心理康复。人性化的护理

服务，加上系统的健康宣教内容，真正实践了“以人为本”的护

理服务内涵。增强了护患关系，改变了患者及家属信息缺乏的

局面，为患者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支持，帮助病人及家属认识疾

病，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因此能配合护理工作，有利于疾病的恢

复，还能更好地进行护患沟通。我们的一些护理活动有时会带

给患者多多少少的负面影响，如果让病人认识、理解其目的和

意义，取得他们的谅解和配合，能为我们更好地完成护理工作

提供保障，能获得更为满意的护理效果。所以我们在今后的护

理工作中应继续加强并运用健康宣教，并不断改进方式方法，

充实更全面的内容，更好地体现“以人为中心”的新的护理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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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救援过程中数据采集工作量大、数据不易永久性保存、不
易二次利用、无法共享，等问题。通过广泛调研确定系统设计目

标，完整、科学的对系统功能进行设计，该系统的应用提高了医

疗信息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准确、及时、动态掌握伤病员医

疗信息，及时、准确的整理分析伤病员信息，对医疗救援的科学

决策和管理有着重大意义，对于提升医院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

灾害的医疗救治能力，提高突发大规模伤病员救治水平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突发事件及灾难医疗信息资料是医学研究的宝

贵财富，完整、准确的历史资料是必不可少的科研素材，是未来

医务科研工作者探询突发事件和重大灾害中伤病员救援的规

律、提高救援水平、减少损失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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