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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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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瑾#成亚姣#李欣
7

饮食和运动指导在妊娠期糖尿病产

前检查中的观察(

V

)

7

中国医药指南#

2+*:

#

*2

$

2*

%!

2*-#

2*97

(

*,

)姚奇棋#林国新#陈振新#等
7

胰岛素泵皮下注射和多次胰

岛素皮下注射治疗妊娠期糖尿病疗效的比较(

V

)

7

中国糖

尿病杂志#

2+*:

#

22

$

3

%!

:+:#:+47

(

*:

)石中华#丁虹娟#吴虹
7

妊娠期糖尿病血清雌激素水平及

其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

V

)

7

江苏医药#

2+*:

#

:+

$

2+

%!

2,93#2,9-7

(

*3

)陈洪#邓通洋#赵小红
7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孕早期血清锌*

铜*铁含量研究(

V

)

7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2+*:

#

2:

$

,2

%!

,239#,24*7

$收稿日期!

2+*)#+,#*)

!!

修回日期!

2+*)#+4#+*

%

!临床探讨!

母婴床旁护理对改善初产妇产后焦虑&抑郁的作用分析"

魏
!

琴

"江苏省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六病区
!

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母婴床旁护理模式对改善初产妇产后焦虑&抑郁的作用!为产妇积累优质的护理经验%方法
!

选取
2+*3

年
*

月至
2+*4

年
*

月在该院进行生产的
*+:

例初产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32

例%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模式!研究组采

取母婴床旁护理模式%以焦虑自评量表"

O8O

量表$&抑郁自评量表"

ObO

量表$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0(bO

量表$分别作为评

价初产妇在住院当天&产后
3I

和出院后
*

个月焦虑&抑郁程度的工具%结果
!

两组初产妇入院当天的
O8O

和
ObO

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7+3

$'产后第
3

天和出院后
*

个月!研究组初产妇的
O8O

和
ObO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3

$%研究组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为
974N

"

3

#

32

$!低于对照组的
,27)N

"

*)

#

3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3

$%结论
!

初产

妇开展母婴床旁护理模式能有效缓解其产后焦虑&抑郁情绪!帮助初产妇尽快适应母亲角色!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值得进一步

推广%

关键词"初产妇'

!

床旁护理'

!

焦虑'

!

抑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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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8

文章编号"

*4)2#9:33

"

2+*)

$

*)#2393#+,

!!

进入
2*

世纪后#社会分工模式发生变化#女性承受了巨大

的生活*工作压力#尤其是处于妊娠期的女性#其情感层面更加

脆弱#当面对母亲角色的转变#内心尚未做好充足的准备#极易

诱发产后不舒适的情感体验#极大增加了产后抑郁症的发生

率(

*

)

'产后抑郁的原因并不单一#而是由激素水平*体内生化

反应*外界环境#以及怀孕期间的抑郁*焦虑心理多种因素综合

导致(

2

)

'研究表明#约
*+N

的女性在产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抑郁心理(

,

)

'大部分产后护理可以通过心理护理和药物得到

有效改善#但若在产后抑郁期间没有得到正确的治疗和情感对

待#极易演化为严重的心理精神疾病'常规的产科护理模式也

是我国主流的护理方式#主要侧重于观察产妇的躯体性症状和

新生儿健康状况#而忽视产妇产后的心理需求(

:

)

'据文献(

3

)

报道#床旁护理作为一种新型的产科护理模式#能为母婴提供

个性化的临床支持和护理服务#可帮助产妇有效排遣不良情

绪'笔者旨在探讨母婴床旁护理模式对改善初产妇产后焦虑*

抑郁的作用#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选取
2+*3

年
*

月至
2+*4

年
*

月在本院生产

的
*+:

例初产妇'其中对照组
32

例#年龄
*9

!

,3

岁#平均

$

2:7:Q*7,

%岁&小学
*-

例#中学
22

例#大学
*2

例'研究组
32

例#年龄
2*

!

,2

岁#平均$

2,72Q*73

%岁&小学
*4

例#中学
23

例#大学
**

例'纳入标准!产妇无其他心*肝*肾等实质性躯体

脏器疾病&无妊娠期合并症&无自身免疫系统功能障碍&胎儿经

产检无先天性畸形&知悉本研究基本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曾有精神病史或正在服用抗精神疾病的药物者&意

识障碍者&无法进行有效的言语沟通或交流者'两组产妇在年

龄*文化层次*分娩方式以及妊娠周期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7+3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两组产妇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

文化层次$

'

%

小学 中学 大学

分娩方式$

'

%

阴道分娩 剖宫产

妊娠周期

$

IQF

#周%

研究组
32 *4 23 ** ,4 *4 ,-72Q:7*

对照组
32 *- 22 *2 ,: *- ,-73Q:7,

!

2或
> +7-4* *723- +79*:

"

%

+7+3

%

+7+3

%

+7+3

$7/

!

方法
!

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主要观察产妇的恶露颜色*

量及性质#饮食护理#腹部护理#生活护理等'研究组在常规护

理的基础上采用母婴床旁护理模式#具体如下'

$7/7$

!

产前护理
!

$

*

%应激接种训练!留心观察孕妇的日常言

语#护士应引导孕妇讲述其内心的真实感受'若孕妇言语中透

露出担心生产的安全性及新生儿的健康问题&或者出现心悸*

手脚冰凉*盗汗等反应&或出现自我评价较低#质疑自己能否胜

任母亲这个角色等&应立即进行干预'护士可训练产妇重建自

己在压力环境下的思维#引导产妇对自己说更多积极的话#如

.放松#不要害怕#我可以的/.在生产的时候只要按照医护人员

的指示#肯定可以顺利生产/.每个人不可能马上适应角色转

化#我正在学习怎样当个好母亲#周围的人们也会帮助我/#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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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产妇每天讲述积极的话#每天
4

次#每次
2F;<

'$

2

%角色适

应性转换!护士协同家庭成员帮助产妇提前适应母亲角色#鼓

励产妇的母亲现身说法#追忆自己当年生育孩子的过程以及孩

子给自己所带来的欢乐'此外#再与产妇一同分享自己与孩子

之间的趣事#使产妇意识到做母亲的快乐'传授产妇有关产后

饮食和身体锻炼方面的知识#向其说明产后的身体状况可通过

饮食和运动干预得以恢复和解决#从而缓解产妇因担心身材变

形而产生的抑郁情绪'

$7/7/

!

产后护理
!

$

*

%母婴同室!产妇在分娩后#护士可安排

新生儿和产妇共处一室#注意控制好病房的温*湿度'$

2

%微信

交流!由责任护士作为发起人#搭建微信朋友群#鼓励分娩后的

产妇分享自己产后的点滴生活#即将
2+*:

年
-

月至
2+*3

年
-

月分娩的产妇拉入同一个群#护士亦加入该群'每位产妇可在

微信群和朋友圈分享当天自己和新生儿的状况#产妇有任何疑

问均可在群里提问#而对相应问题有着自己看法的产妇可及时

予以解答'与此同时#护士则要做好客观评价#应理性地判断

产妇回答问题的准确性'若发现有不当之处#应在微信群里及

时予以指出#并给出正确的解答'$

,

%心理疏导!由于产妇在生

产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加之还没有完全适应母亲角色#

很容易感到抑郁*惊慌'护士要与产妇家属做好沟通工作#鼓

励产妇的家人长伴左右#采取倾听*安慰等方式给予产妇情感

支持#帮助产妇排遣抑郁情绪'

$7'

!

观察项目
!

$

*

%抑郁自评量表$

ObO

量表%和焦虑自评量

表$

O8O

量表%评分!在产妇住院当天*产后
3I

和出院后
*

个

月#向对照组和研究组产妇分发
ObO

和
O8O

量表#记录数据并

对比'其中
O8O

量表标准分界值为
3+

分#

3+

!

39

被界定为轻

度焦虑&

%

39

!

49

分被界定为中度焦虑&

%

49

分被界定为重度

焦虑'

ObO

量表标准分界值为
32

分#其中
32

!

42

被界定为轻

度抑郁&

%

42

!

)2

分被界定为中度抑郁&

%

)2

分被界定为重度

抑郁'$

2

%抑郁症发生率!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0(bO

量表%

是国内外用于产后抑郁症评估的量表#共
*+

个项目#包括心

境*乐趣*自责*焦虑*恐惧*失眠*应付能力等#按照症状严重程

度分为
:

级评分#每个条目的分值范围为
+

!

,

分#总分共
,+

分'其中作为产后抑郁症的筛查分界值为
9

分#若分数
%

9

分

即可诊断为产后抑郁症'抑郁症发生率
5

本组抑郁症阳性例

数"本组调研总例数
h*++N

'

$7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OO*97+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IQ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2 检验#以
"

$

+7+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7$

!

两组初产妇干预前后焦虑*抑郁情绪评分比较
!

两组初

产妇入院当天的
O8O

和
ObO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3

%&产后第
3

天和出院后
*

个月#研究组初产妇的
O8O

和

ObO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7+3

%'见

表
2

'

表
2

!!

两组初产妇干预前后焦虑&抑郁情绪评分比较#

IQF

$分%

组别
'

入院当天

O8O ObO

产后第
3

天

O8O ObO

出院后
*

个月

O8O ObO

研究组
32 3)74Q27* 347:Q279 3973Q27, 3-79Q27* :973Q27, 3+79Q272

对照组
32 347-Q27, 3372Q27) 4-7:Q27+ 4:72Q27- 3973Q27* 3379Q27+

> +7)*: *7,4: -7*23 *27:)2 97)43 47-43

"

%

+7+3

%

+7+3

$

+7+3

$

+7+3

$

+7+3

$

+7+3

/7/

!

两组初产妇产后抑郁症发生率比较
!

研究组产后抑郁症

的发生率为
974N

$

3

"

32

%#低于对照组的
,27)N

$

*)

"

32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7+3

%'

'

!

讨
!!

论

!!

产后抑郁症通常是指有了孩子以后在母亲身上所发生的

生物*社交和心理上的各种巨大改变造成的抑郁症(

4

)

'传统的

护理模式更多注重产妇在躯体症状方面的对症性干预#而忽视

了产妇在精神情感层面也有着较为明显的主观诉求(

)

)

'在产

妇住院期间#与其接触最为频繁的医务人员为护士#所以护士

应尽可能地站在产妇的立场上展开全方位的考虑#为其提供温

馨*舒适的母婴床旁护理(

-

)

'在本研究中#笔者引入了母婴床

旁护理模式#发现这项新型的干预策略有助于减轻产妇产后焦

虑*抑郁情绪'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初产妇在干预前的
O8O

和
ObO

评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3

%#这表明两组之间在情感层面

具有可比性#这为本次调研的后续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另

外#研究组的
O8O

和
ObO

评分高于国内常模值(

*

)

#这表明产妇

在分娩后的情感状况是较为脆弱的#极易发生焦虑*抑郁情绪#

故需要引起护士的极大关注与重视#尽早为其提供心理关怀#

帮助其平稳地度过这段非常时期'而伴随着两组初产妇所接

受到的不同干预举措#结果显示#研究组初产妇在产后第
3

天

及出院后
*

个月的
O8O

和
ObO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7+3

%#这表明母婴床旁护理模式有助于改善初

产妇的产后抑郁症状'分析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与如下几方

面的因素有所关联!$

*

%通过应激接种训练能帮助产妇对即将

到来的应激性事件产生心理免疫#这能避免事件的突然到来对

躯体内环境稳态的破坏#借助反复多次应激性事件的刺激#能

提高产妇内心防御阈值#利于其抗压能力的有效构建#从而使

其能从容及客观地面对分娩及照护新生儿等事件(

9

)

'$

2

%一旦

分娩成功后#产妇的社会角色功能将彻底发生转变#而产妇大

多数初为人母#对新生儿的生理特征以及基本的照护技巧有所

欠缺#往往因自己无法为子女提供舒适的照护以及优秀的教育

方式#出现焦灼感(

*+

)

'而护士通过鼓励产妇的母亲阐述自身

既往对子女的照护史#可使产妇从中获得正面能量#使其产生

富含正能量的行为及动机#勇敢地面对及学习相应的照护技

巧#并从中品味照顾子女所带来的乐趣'由于产妇的母亲是产

妇的直系亲属#家属的力量最温馨*可靠#所以产妇母亲在表述

既往事件时#会将自己对女儿的期望以及关爱一同融入言语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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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使产妇不断地感受着来自母亲的温暖#利于其正面情感

状况的形成与构建(

**

)

'$

,

%通过母婴同室照护#能更多地为产

妇营造一个亲情交融的氛围#为其创造一个相互独处的机会#

使产妇在与新生儿相互接触的肢体感触中#感受到更多的情感

关怀#利于母子之间默契感的培养'在双方相互接触的过程

中#产妇通过拥抱*亲吻#以及抚触新生儿#也能使其达到情绪

镇静的目的和效果(

*2

)

'$

:

%心理疏导是为产妇提供一个情绪

疏导的窗口#让其将心中的委屈以及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予

以宣泄#这能保证其内心心境的平和'而护士在这个过程中#

既要扮演好一名倾听者#又要扮演好一名干预者#以换位思考

的视角为切入点#引导产妇宣泄心中的不快#并帮助其产生正

性情绪'伴随着上述干预措施的有效落实#研究组初产妇的产

后抑郁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3

%#

这与上述分析结果相符'

综上所述#母婴床旁护理模式应用于初产妇#有助于减轻

其产后焦虑*抑郁情绪#且能降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取得较

为可观的临床效果#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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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抑制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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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变化在控制性超排卵过程中的意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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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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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PLO

患者纳入观察组!再选取同期健康体检的
:+

例健康女性纳入对照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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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变化对超排卵过程的影响%

结果
!

观察组患者在月经周期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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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刺激第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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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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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24Q2-74)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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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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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Q2,799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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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明显升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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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亚组
'

组患者的排卵数量为

"

*)7+3Q,7:3

$个!可移植胚胎数量为"

*:7,:Q*73)

$个!与观察组亚组
8

组患者的"

**74)Q273:

$&"

47,:Q*7,9

$个相比!明显增

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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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

(PLO

%是常见的内分泌功能异常性疾

病#是大多数育龄期妇女不孕或月经不调的主要发病因素#其

基本临床病理特征多为卵巢的异常多囊形态及高雄激素血症#

对女性的身体及心理健康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

*

)

'临床上#

该病主要表现为肥胖*月经不规律*无排卵等症状#且随着病情

的发展#逐渐涉及患者的下丘脑
#

垂体轴的调节功能#以及神经

中枢系统的正常功能#并受到遗传*激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

致患者的卵泡发育障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

2

)

'健康女性体

内抑制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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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水平在排卵过程早期*中期时迅速升高#在

卵泡刺激素$

/O.

%开始上升后的
2I

内达到高峰#其后一直维

持在较低的水平&因此在月经周期中#

Y!.'

只有一个高峰

期(

,

)

'本研究为进一步探讨
(PLO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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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变化在控

制性超排卵过程中的意义#特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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