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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康复护理对儿童自闭症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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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家庭康复护理在儿童自闭症患者康复训练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我院在 2019 年 9 月到 2021 年 9 月期间接诊的儿童自闭
症患者 60 例进行分组，按入院时间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患者 30 例、实验组患者 30 例。对照组患者家属进行常规训练，实验组患者的家属
则进行家庭康复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 ABC 行为评分和家属对护理的满意率。结果：在 ABC 行为评分对比中，实验组患者的评分要高于对照组（P
＜0.05），数据之间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的护理满意率也同样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差异对比存在统计意义。结论：在儿童自闭症患者康复
训练中进行家庭康复护理能有效的改善患者行为和对护理的满意程度，值得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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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是发育障碍中较为常见的疾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自

闭症的起因和遗传因素存在一定的关系，也与患者母亲在孕期的不
良情绪和出后的后天环境因素有关，多在婴幼儿时期发病[1]。主要
有交流障碍、行为刻板、行为重复等表现，患者的精神还会出现不
同程度的发育迟缓。常规的治疗方式是以教育干预为主要手段，配
合一些营养剂或药品进行辅助治疗[2]。但由于患者的依从性较差，
治疗结果不是很理想，我院为了提高治疗的有效率，改善患者的行
为，现在常规的康复训练中加入家庭康复护理，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本次选取的自闭症患者来自 2019 年 9 月到 2021 年 9 月期

间接收的，按入院先后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患者各 30 例，
共计 60 例。对照组患者中男孩 17 例，女孩 13 例，年龄从 2 岁到 6
岁，平均年龄值（4.89±1.47）岁；实验组男孩 16 例，女孩 14 例，
年龄从 3 岁到 7 岁，平均年龄值（4.57±1.58）岁。两组患者在性
别和年龄对比中没有较大区别（P＞0.05），没有临床统计学意义。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 
实验组患者家属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家庭康复护理：1.每周

对患者家属进行一次培训指导，向家属全面的讲解自闭症的由来，
表现在孩子身上具体的行为，和遇到问题行为时应采取的应对方
式。2.向患者家属普及家庭训练的方法和方式，指导家属怎样利用
孩子比较熟悉的空间和玩具进行日常训练，提高孩子的积极性，能

参与到父母的游戏中来。3.叮嘱患儿在交流过程中注意对方的眼睛
和脸部，训练患儿能够以语言将自己的目的和想法表达出来。帮助
患儿理解日常交际中的语言和体态的意义，通过实际动作演练，镜
子自我训练等方式，帮助患儿理解肢体语言和表情，鼓励患儿正确
的回答。通过模仿其他人的动作行为帮助患儿意识到有其他人的存
在。在与自闭症患儿进行沟通中，将语言交流训练与患儿的日常生
活相结合。帮助患儿建立自主与其他人交流和沟通的方式，提高患
儿的语言应用能力。 

1.3 观察指标 
1.3.1 记录实验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的 ABC 行为评分并进行比

较。采用儿童 ABC 量表进行评分，分数越高代表行为越好。 
1.3.2 对比两组患者家属对护理的满意率。分为非常满意、一般

满意和不满意三项。总满意率=总例数/（非常满意+一般满意）×
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7.0 进予以数据处理，以 X2 检验时，满

意率用百分比%表示；用 T 检验时，行为评分用( sx ± )表示，当 P
＜0.05 时，数据之间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ABC 行为评分对比 
经过护理，实验组的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数据之

间的对比有统计意义，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 ABC 行为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感觉 交往 躯体 语言 自理 

实验组 30 6.89±4.74 6.74±3.14 6.78±4.13 6.93±3.24 6.34±2.17 
对照组 30 3.89±2.49 4.19±2.17 4.09±2.53 4.07±2.17 4.24±3.08 

T  3.0689  3.6593  3.0421  4.0171  3.0529  
P  0.0033  0.0005  0.0035  0.0002  0.0034  

2.2 满意率对比 
实验组的满意率高于对照组（P＜0.05），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家属满意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实验组 30 27(90.00) 3(10.00) 0(0.00) 30(100.00) 
对照组 30 21(70.00) 5(16.67) 4(13.33) 26(86.67) 

X2     4.2857  
P     0.0384  
3 讨论 
儿童自闭症的发病大多数在 5 岁之前，65%的患者在出生后短

时间内发病，35%的患者有过两年左右的健康时期，然后发生自闭
症[3]。自闭症暂时无法治愈，只能通过康复训练来改善患者的行为。
常规的康复护理是针对患者进行的训练，有一定的作用，但周期较
长，且每天进行培训的时间短暂[4]。家庭康复护理是在对患者康复
训练的同时对患者家属进行培训，让患者家属参与到康复训练中
来，一起帮助患者改善病情，并鼓励家属在康复机构以外的时间中
也对患者进行干预，延长干预的时间和频率，最终改善患者的治疗
结果[5]。我院本次选择了 60 例儿童自闭症的患者进行分组对比研究，

对比结果显示实施家庭康复护理的实验组患者在行为改善方面较
好，护理满意率也较高，再一次验证了家庭康复护理在儿童自闭症
康复护理中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在对儿童自闭症康复护理的同时采用家庭康复护理
能有效的改善患者自闭症行为和患者家属对护理的满意程度，值得
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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