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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自闭症患儿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任 静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36） 
 

摘 要：目的：探究心理护理在自闭症患儿康复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择取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5 月期间在本院接受康复治疗的 52 例自闭症
患儿作为此次研究的观察对象，采用数字随机的方式分成参照组（n=26）和干预组（n=26）两个组别。参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对患儿实施护理干
预，而干预组则采用心理护理对患者实施护理。将两组患儿实施护理措施前后的 ABC 评分、PEP 评分以及发育评分进行组间对比。结果：两组患儿
实施护理干预前的 ABC 评分以及 PEP 评分差异不大（P>0.05），实施护理后，干预组患儿的 ABC 评分明显要低于参照组，且 PEP 评分要高于参照组，
两组之间的差异为（P<0.05）。结论：将心理护理应用在自闭症患儿康复治疗中的效果较佳，能够有效的改善患儿的自闭症症状，提高患儿的运动能
力及语言能力，促进患儿的自闭症恢复，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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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属于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代表性疾病，主要多发于儿童，

自闭症的主要表现特征为社交障碍、语言障碍等表现症状，对患儿
的身心健康及生长发育造成严重的影响[1-2]。在对自闭症患儿实施治
疗的过程中，应当同时辅助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有效的保障患儿的
治疗效果，促进患儿的自闭症恢复。本文将探究心理护理在自闭症
患儿康复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详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取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5 月期间在本院接受康复治疗的 52

例自闭症患儿作为此次研究的观察对象，采用数字随机的方式分成
参照组（n=26）和干预组（n=26）两个组别。参照组：男患儿 16
例，女患儿 10 例，患儿的年龄区间在 4 岁至 13 岁之间，均龄为（8.56
±1.02）岁；干预组：男患儿 17 例，女患儿 9 例，患儿的年龄区间
在 5 岁至 13 岁之间，均龄为（8.59±1.05）岁。将两组患儿的年龄
及性别等基本资料进行对比，其差异不大（P>0.05），可以进行组
间对比。 

1.2 方法 
1.2.1 参照组 
参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模式对患儿实施护理干预。 
1.2.2 干预组 
干预组则采用心理护理模式对自闭症患儿实施护理措施，具体

内容如下：（1）环境护理：通过实施相应的环境护理措施，为患儿
的康复治疗提供良好的环境，有效保障患儿的康复治疗效果，促进
患儿的自闭症恢复。护理人员需要提前将环境进行优化处理，可以
将孩子喜欢的一些卡通人物贴画贴在墙壁上，避免患儿出现应激反
应。（2）优化护理方式：在对患者实施护理干预的过程中，护理人

员应当充分的尊重患儿，根据了解到的患儿喜好对护理干预方式进
行优化，选择相应的辅助护理道具（例如玩具、书本、卡通画。玩
偶等）实施护理干预措施，以此提高患儿对护理干预措施的配合度。
同时制定出相应的奖励机制，当患儿完成相应的训练措施后，通过
予以患儿语言表扬或者是奖励物品等相关方式，让患儿能够从心理
方面获得认同感.(3)患儿心理护理：护理人员可以通过对患儿的个人
生活习性以及行为习惯等进行详细的了解，增进患儿与护理人员之
间的信任度与感情，同时可以通过主动和患儿进行游戏及玩耍，在
玩耍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突破患儿的心理防线，让患儿能够主动和
护理人员之间进行交流。除此之外，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儿的情绪
变化情况进行密切的关注，发现患儿的情绪出现异常时，及时对其
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1.3 观察指标 
（1）使用 ABC（孤独症行为评估表）对患儿的自闭请情况进

行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研究统计数据采用 SPSS23.0 软件进行归纳整理，研究中的

计数资料用c2，表示为（%），研究中的计量资料采用 t，表示为
（ sx ± ），软件数据检验结果若显示 P＜0.05，表示数据间有统计
学意义和价值。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儿实施护理干预前后的 ABC 评分以及 PEP 评分 
两组患儿实施护理干预前的 ABC 评分以及 PEP 评分差异不大

（P>0.05），实施护理后，干预组患儿的 ABC 评分明显要低于参照
组，且 PEP 评分要高于参照组，两组之间的差异为（P<0.05），详
细如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儿实施护理干预前后的 ABC 评分以及 PEP 评分（ sx ± ，分） 

ABC 评分 PEP 评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n=26） 42.13±5.89 40.02±5.23 35.46±3.78 40.12±4.32 
干预组（n=26） 42.34±5.67 34.56±5.12 35.62±3.64 51.23±4.38 

t 0.131 3.804 0.155 9.208 
p 0.896 0.000 0.877 0.000 

3 讨论 
自闭症即为孤独症，又被称之为孤独性障碍，属于广泛性发育

障碍的代表性疾病[3]。自闭症的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障碍、交流障
碍以及兴趣狭窄及刻板重复的行为方式等，约 3/4 的自闭症患儿存
在精神发育迟滞。通产情况自闭症患儿的语言功能发育较为迟缓，
若不及时的对患儿进行治疗干预，随着患儿的年龄增长，患儿的语
言功能会逐渐的退化，情况严重的甚至会出现语言功能丧失的情
况，对患儿的日常生活及学习等造成严重的影响[4]。对此，在对自
闭症患儿实施治疗的过程中，需要医护人员主动和患儿进行沟通交
流，引导患儿进行语言训练，并且通过拉近和患儿之间的距离，提
高患儿的信任度，和患儿建立良好的关系，促进提高患儿对治疗及
护理措施的依从性。自闭症的治疗和患儿的心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
系，同时也和患儿的日常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对自闭症患

儿实施护理干预的过程中，应当对心理问题引起重视。 
综上所述，在自闭症患儿康复治疗中应用心理护理的效果较

佳，可有效的改善患儿的自闭症症状，改善患儿的神经心理发育情
况，促进患儿的自闭症恢复，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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