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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母乳喂养方法的改进对婴儿和母亲的远期影响

王
!

婷"江西省南昌市第三医院妇产科
!

;;000B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母乳喂养方法的改进对婴儿和母亲的远期影响&方法
!

将
-.Z

例因剖宫产导致母婴分离

的产妇为研究对象!按照分娩顺序分为改进组"

@.

例%与对照组"

@@

例%&改进组采用电动吸奶泵定期对产妇进行乳

房排空!同时配合母乳喂养方法改进护理$对照组给予手工挤奶方法定期对产妇进行乳房排空!同时配合常规护理!

比较两组产妇及婴儿的远期疗效&结果
!

改进组泌乳始动时间提前!泌乳量增多!乳房肿胀发生率降低!产后
1

个

月纯母乳喂养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随访
-

年!改进组婴儿'母亲疾病发生率

"

--/.B̂

!

1/Z1̂

!%明显低于对照组"

;0/;0̂

!

-Z/-Ẑ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0?

%&结论
!

母乳喂养方法的

改进!促进母乳喂养成功!有效降低了婴儿及母亲相关疾病的发生率!值得临床广泛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

!

母婴分离$

!

母乳喂养$

!

剖宫产$

!

乳腺疾病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4

文章编号$

-@A.7B1??

"

.0-@

%

0-70--Z70;

!!

母乳营养价值丰富#对婴儿生长发育-健康-免疫-心理等

均有益*许多报道显示出剂量应答关系#即母乳喂养持续时间

与母婴所获得的益处呈正相关+

-7.

,

*然而由于剖宫产-早产-血

糖异常等因素影响#往往导致新生儿在出生后与产妇分离#致

使母乳喂养率下降#甚至失败*因而改进母婴分离产妇乳汁分

泌方法#提高母乳喂养率#对促进婴儿及母亲健康具有重要意

义*作者通过改进乳房排空方法#加强乳房护理#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0-.

年
-

月至
.0-;

年
-

月于本院就诊

的
-.Z

例产妇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因剖宫产导致母婴分离

者%初产妇%单胎头位%自愿行母乳喂养*所有研究对象均营养

状况良好#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有精神-听力障碍者%

伴妊娠合并症者或母乳喂养禁忌证%产后抑郁者*按照分娩先

后顺序分为改进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两组产妇基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两组产妇基本资料比较

组别
,

年龄

$

HY!

#岁&

孕周

$

HY!

#周&

剖宫产手术时间

$

HY!

#

L:9

&

新生儿出生体质量

$

HY!

#

%

&

文化程度$

,

&

小学 初中及高中 大专及以上

对照组
@@ .1/;BY1/AZ ;@/@;Y-/-B 1@/.0Y-0/-B ..0Z/.Y.01/A .; ;0 -;

改进组
@. .;/1AY?/-- ;A/;?Y-/.0 11/1.Y-0/-? .-B1/ZY.0@/1 .1 .A --

&

.

"

@ 0/@A; \0/A1? 0/ZZ? 0/?B1 0/@B.

"

$

0/0?

$

0/0?

$

0/0?

$

0/0?

$

0/0?

$//

!

方法
!

对照组产妇给予常规护理#并采用人工挤压法对

产妇双侧乳房挤压#以促进乳房排空#每次
-0

"

-?L:9

*挤奶

手法!自产后
-E

开始#护士将两手拇指-食指分别水平放置于

产妇两乳房距离乳头
.GL

处#朝胸壁方向一挤一压#每次
?

"

-0L:9

#每隔
;E

进行
-

次#直至产后
1(

*改进组给予改进式

母乳喂养方法护理#具体方法如下*$

-

&乳房护理!传统的乳房

护理是在产妇乳房发生肿胀时才给予按摩护理*而改进方法

是在产后
-

"

@E

开始#首先给予乳房按摩#力量大小以产妇感

觉舒适即可#以促进乳房血液循环#乳腺管畅通#从而利于乳汁

排出%同时按摩刺激乳头#反射性刺激脑垂体分泌催乳素#进而

促进乳汁分泌+

;

,

*$

.

&心理护理!传统的心理护理是在执行护

理操作时#与产妇进行简单的沟通及心理指导#而心理指导是

否达到解决产妇心理问题的目的并未进行评估*改进方法每

日定期由专门护士与产妇进行0一对一1的沟通#采取各种有效

方法缓解产妇紧张-焦虑心理#并通过信息支持#如向产妇及时

提供婴儿的近况-信息和照片#进而使产妇心情舒畅*$

;

&乳房

排空护理!护士首先将毛巾置于
10

"

1?W

温水中润湿#拧干后

敷于产妇双侧乳房约
?L:9

#然后一手托住一侧乳房#另一只手

的大"小鱼际肌顺着乳腺管的走向螺旋式按摩同侧乳房约
?

L:9

#并以相的方法按摩对侧乳房#按摩完成后用电动吸奶泵抽

吸双侧乳房#抽吸时间与人工挤压时间相同+

1

,

*$

1

&健康教育!

传统健康教育主要采用口头叙述的方式#其计划性差#目标不

明确#随意性大*改进方法将健康教育分为
;

个阶段!入院阶

段#主要注重母乳喂养意识的培养%产后住院期间#主要通过解

母乳喂养的优点及母婴分离时如何保持泌乳%出院随访阶段#

主要通过电话随访的方式#了解婴儿情况及母乳喂养情况#对

于母乳喂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给予解答#并提供家庭育儿

方法*

)

Z--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2Q"(,F:9

!

8&9H&'

6

.0-@

!

RDF/-;

!

SD/-



$/'

!

观察指标
!

$

-

&泌乳始动时间!在新生儿出生至产妇自觉

乳房发胀#挤压乳房时第
-

次有乳汁排出的时间%$

.

&泌乳量!

分别记录产后
.1

-

1Z

-

A.E

总奶量%产后
1

个月纯母乳喂养率

$包括电话随访产妇出院后母乳喂养情况&%$

;

&乳房肿胀!产妇

乳房胀实-手触其硬#并有疼痛感#严重可伴轻微发热+

?

,

%$

1

&随

访
-

年#记录婴儿及母亲出院后的疾病发生情况比较*

$/1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X*XX-1/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以
H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
"

%

0/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产妇泌乳始动时间及泌乳量比较
!

改进组产妇泌乳

始动时间较对照组提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改进

组产后
.1

-

1Z

-

A.E

泌乳量明显多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0/0-

&#见表
.

*

表
.

!

两组产妇泌乳始动时间及泌乳量比较%

HY!

'

组别
,

泌乳始动时间

$

E

&

泌乳量$

L+

&

.1E 1ZE A.E

对照组
@@ -0/A.YB/0- -?/B?Y;/;. 1Z/.@Y-1/A@ @B/01Y--/A1

改进组
@. -@/0;YB/Z; 1Z/A.Y;/?- -;-/-?Y.?/0?-?A/@.Y.1/-.

@ 1/0@; Z/@?; Z/AA0 B/0B?

"

%

0/0?

%

0/0-

%

0/0-

%

0/0-

///

!

两组产妇产后
;(

内乳房肿胀及产后
1

个月纯母乳喂养

情况
!

改进组产妇产后
;(

内乳房肿胀发生率为
Z/0@̂

明显

低于对照组的
.?/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改进组

产后
1

个月纯母乳喂养率为
ZA/-0̂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

!

两组婴儿及母亲疾病发生情况比较
!

随访
-

年#改进组

婴儿患病率为
--/.B̂

#母亲患病率为
1/Z1̂

%对照组婴儿患

病率为
;0/;0̂

#母亲患病率为
-Z/-Ẑ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e1/-.?

#

"

%

0/0?

%

&

.

e1/;-.

#

"

%

0/0?

&#见表
;

"

1

*

表
;

!

两组婴儿疾病发生情况比较%

,

'

组别
,

上呼吸道

感染

系统性

红斑狼疮

肥胖

和超重
黄疸 营养不良湿疹

改进组
@. ; 0 - . 0 -

对照组
@@ @ . . ? . ;

表
1

!

两组母亲疾病发生情况比较%

,

'

组别
,

乳腺炎 乳腺增生 乳腺纤维瘤 乳腺囊肿 乳腺癌

改进组
@. - - 0 - 0

对照组
@@ ? ; - . -

'

!

讨
!!

论

母乳营养价值丰富#对婴儿的健康生长及产妇自身健康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报道显示#母乳中含有婴儿大脑发育所

必需的多种氨基酸#能刺激婴儿大脑健康#促进其早期智力的

开发+

@

,

*虽然近年来#我国母乳喂养意识有所提高#但因新生

儿疾病或早产及剖宫产手术等原因导致母婴分离#致使母亲无

法直接进行母乳喂养#从而导致母乳喂养失败*谢迅频+

A

,报道

显示#母婴分离后#乳房及乳头缺乏婴儿吮吸#致使乳头刺激不

够#垂体泌乳素分泌降低#从而影响产妇乳房排空*有研究显

示#母乳喂养成功的关键在于早期要依靠婴儿吸吮对乳房的刺

激#刺激信号抵达下丘脑#通过垂体使泌乳激素呈脉冲式释放#

增加泌乳素分泌量+

Z

,

*但在母亲与婴儿分离时#因婴儿不能及

时有效地对乳房进行充分地吮吸-剌激#致使乳房泌乳素分泌

降低#从而导致乳汁分泌被抑制#泌乳量降低#严重阻碍了母乳

喂养的进行*因而促进产妇早期泌乳非常重要#关系到日后母

乳喂养率能否成功+

B7-1

,

*本研究结果显示#改进组产妇泌乳始

动时间较对照组提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产后
.1

-

1Z

-

A.E

改进组产妇泌乳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0/0-

&*表明适宜的护理方法使产妇泌乳的始动时

间提前#增加泌乳量#且有效预防了乳房肿胀的发生#提高了纯

母乳喂养率*同时本研究结果还显示#随访
-

年后改进组婴儿

患病率为
--/.B̂

#母亲为
1/Z1̂

#对照组患病率为
;/;0̂

#母

亲为
-Z/-Ẑ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表明

改进母乳喂养方法有利于降低婴儿及母亲的患病率*母乳是

婴儿必需和理想的营养价值丰富的天然食品#对于小儿的生长

发育-健康成长及降低乳腺疾病的发生具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改进了提高母乳喂养的方法#促进母乳

喂养成功#该方法可行-有效#但仍需整合资源#不断完善#以促

进母乳喂养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降低婴儿及母亲疾病的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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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不同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在脑梗死患者预后评价中的

价值比较

曾小雁!贺
!

婕!苏微微!肖丽萍!穆
!

斌!何晓丹!佟翠梅"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心

医院!河北廊坊
!

0@?000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

Q+XT*

%与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

X+XT*

%在脑梗死患者预后

评价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择
?1

例脑梗死患者作为观察组!分别于入院和治疗
;

个月后进行
Q+XT*

和
X+XT*

检测!并与格拉斯哥"

=,X

%评分'改良
N&'$E"F

指数"

QNP

%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

SP)XX

%评分对患者预

后评估的相关性进行评价!同时选择同期
;0

名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对其进行
Q+XT*

和
X+XT*

检查&结果
!

入

院后
Z

例患者患侧波形消失"

-1/Ẑ

%!健侧正常&

Q+XT*

检测发现
S;?

'

*1?

和
S@0

峰潜伏期均明显延长!且患侧

明显高于健侧和对照组!而健侧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0?

%&治疗
;

个月后!

X+XT*

检测

患侧与健侧潜伏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

"

$

0/0?

%!而
Q+XT*

检测发现患侧仍明显高于健侧"

"

%

0/0?

%&患

者的
=,X

'

QNP

和
SP)XX

评分均呈现明显变化"

"

%

0/0?

%!患者预后呈好转趋势&

S.0

和
S@0

峰潜伏期与治疗前

后
=,X

'

QNP

和
SP)XX

评分均相关"

"

%

0/0?

%!且以
S@0

相关性最大&结论
!

脑梗死患者患侧
Q+XT*

峰潜伏期

明显延长!潜伏期与治疗前后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日常生活能力相关!且以
S@0

波的异常表现及相关性最为明

显!可将
Q+XT*

和
X+XT*

联合应用以提高预后评估的准确性&

"关键词#

!

脑梗死$

!

体感诱发电位$

!

中长潜伏期$

!

短潜伏期

!"#

!

$%&'()(

"

*

&+,,-&$)./0(122&/%$)&%$&%21

文献标志码$

4

文章编号$

-@A.7B1??

"

.0-@

%

0-70-.070;

!!

诱发电位$

T*

&是一种能够客观评价听觉-运动和视神经

通路完整性的生理学方法+

-

,

#在重症脑损伤患者的床旁监测#

尤其对脑损伤程度-昏迷评估和预后评价方面具有一定的效

果+

.7;

,

*体感诱发电位$

XT*

&主要用于反映大脑皮质及其以下

感觉神经传导通路的功能情况#可在脑组织出现形态学改变前

提前发现异常#并为预后判定提供依据+

.71

,

#其中以正中神经

XT*

应用最多*研究表明
XT*

皮质反应波出现的顺序依次为

S.0

-

S;?

-

*1?

和
S@0

#并且具有不同的神经起源#其中
S.0

起

源于初级躯体感觉皮层的原发反应+

?

,

#具有较高的特异性#但

敏感性及检出率有限+

@

,

#后
;

种则主要来源于脑回-脑叶皮层

间的网络联络功能异常改变+

?

,

#其在脑损伤评价中也逐渐受到

关注*本研究拟通过对正中神经不同潜伏期
XT*

在脑梗死患

者预后评价中的应用效果进行评价#旨在为临床评价指标的合

理选择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0-;

年
1

月至
.0-1

年
-

月本院神经内

科病房收治的
?1

例脑梗死患者作为观察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1.

"

AB

岁#平均$

@?/ZYA/B

&岁%经
,C

或
Q<P

诊

断均符合.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0-0

&/中关于0急

性缺血性脑卒中1的诊断标准+

A

,

*纳入标准!$

-

&年龄为
10

"

Z0

岁%$

.

&单侧肢体偏瘫#且无明显感觉障碍%$

;

&发病时间小

于或等于
A(

%$

1

&格拉斯哥$

=,X

&评分小于或等于
-.

分*排

除标准!$

-

&小脑及脑干梗死者%$

.

&糖尿病及其他周围神经病

变者%$

;

&多次脑梗死病史者%$

1

&既往颅内病变者%$

?

&存在认

知障碍-失语及其他原因无法配合研究者%$

@

&颈髓病变-严重

凝血功能障碍及其他原因导致可能影响
XT*

检测者*另选择

同期
;0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其中男
-B

例#女
--

例%年龄

1-

"

Z0

岁#平均$

@;/@YZ/A

&岁%无神经系统疾病及其他可能

影响
XT*

检测因素*两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0/0?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XT*

检测!采用美国
S:GDF"$

公司生产的
R:[:9

%

X7

"F"G$

三通道诱发电位检测仪#对双上肢正中神经进行
XT*

检

查*其中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

X+XT*

&!选择偏瘫侧腕横纹

上
;GL

处为刺激点#以脑电图国际
-0

"

.0

系统定位为标

准+

A7Z

,

#取对侧
,;

"

,1

为记录点#参考电极置于
3_

*放大器敏

感度
?0LR

"

U:5

#刺激频率
1/A)_

#分析时间
?0L#

#平均叠加

.00

次#刺激量可适当调整#以见手指轻微收缩为适宜*两侧

分别检查和记录#三通道分别同时检测
SB

-

*-1

和
S.0

#记录

S.0

峰潜伏期和波幅%中长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

Q+XT*

&!参

考电极及记录点位置同
X+XT*

检测#放大器敏感度
?0LR

"

U:5

#刺激频率
-/;)_

#分析时间
.00L#

#平均叠加
.00

次#刺

激量同上*两侧分别检查和记录#同时检测
S;?

-

*1?

和
S@0

#

记录
S@0

峰潜伏期及波幅+

;

,

*上述检测均至少重复
.

次#以

保证曲线的重复良好性#检测过程中应确保患者处于清醒状

态#同时保持环境相对安静以降低对患者的干扰*

$/'

!

指标观察与预后评估
!

分别于入院
.1E

内和内科治疗
;

个月后进行
Q+XT*

和
X+XT*

检测#并与
=,X

评分-改良
N&'7

$E"F

指数$

QNP

&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SP)XX

&评

分对患者预后评估的相关性进行评价*

X+XT*

检测以
S.0

消

失为预后不良预测指标#

Q+XT*

检测以
S@0

消失为预后不良

预测指标*

=,X

评分标准!言语反应$

-

"

?

分&-睁眼动作$

-

"

1

分&和运动反应$

-

"

@

分&#总计
-?

分#以分值
;

"

?

分为
=,X

预测不良预后*

QNP

指数!包括进食-洗澡-大小便控制等
-0

项内容#根据是否需要帮助及程度分为
1

个等级#总分计
-00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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