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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基于反馈式的健康教育护理对母婴同室中产妇产后知识知晓度%产后恢复和母乳喂养的应用效果$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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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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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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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产妇!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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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行基于反

馈式的健康教育护理!对比两组产后知识总知晓度%产后恢复情况和母乳喂养率$结果
!

观察组产后知识总知晓度%母乳喂养率%

护理总体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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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基于反馈式的健康教育护理应用于母婴同室效果显著!

可有效提高产妇产后知识总知晓度!改善产后恢复情况!提高母乳喂养率!提高护理总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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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是指运用科学的方法组织人们了解自己的健康

情况#从而使人们形成健康的生活理念#减少危害健康的危险

因素'

.

(

)母婴同室指待婴儿产出后#母亲和新生婴儿
;8D

安

置在一个房间#母亲亲自照顾婴儿的喂养*保暖*换尿布等)在

产后住院期间母子一直生活在一起#医疗和其他的操作每天分

离时间不超过
.D

'

;

(

)母婴同室具有利于早开奶*母子感情交

流*新生儿身心健康#保证新生儿得到营养丰富的初乳#解决母

亲乳房胀痛#减少婴儿室疾病相互传染等优点'

0

(

)然而#产褥

期产妇刚刚经历巨大的角色转变及生理变化#心理会产生波动

易出现烦躁*害怕等不良情绪)此外#产妇缺乏新生儿喂养知

识*卫生保健和产后恢复知识#使得产妇照顾新生儿效果达不

到预期效果)常规护理只注重产妇与婴儿的健康教育#忽略了

产妇的心理变化以及产妇对母婴同室的理解和认知的重要性)

基于反馈式的健康教育护理通过提高产妇对产后知识知晓度#

了解对产后恢复和母乳喂养的注意事项#改正过往理解和认知

错误#促进母婴健康'

8'5

(

)为探讨基于反馈式的健康教育护理

应用于母婴同室中对产妇的临床效果#本文选取
.//

例产妇分

别给予常规护理和基于反馈式的健康教育护理#对比护理效

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8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

.//

例产妇#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

例)对照组行

常规护理#观察组行基于反馈式的健康教育护理)对照组年龄

;.

!

03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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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观察组年龄
;/

!

8/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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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孕周
01

!

8.

周#平均$

034;3V/45-

%周&胎儿体质量

;-//

!

8.//

B

#平均$

080:455V;55418

%

B

)入选标准!所有

产妇均进行母婴同室&意识清楚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积极配

合此次研究者)排除标准!认知障碍者&精神疾病者&精神病史

者&临床资料不全者)两组产妇的年龄*孕周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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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4/

!

方法
!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主要包括健康教育*母乳喂养

指导等)观察组行基于反馈式的健康教育护理!$

.

%产后护理)

医护人员传授产妇分娩结束后自我缓解疼痛感的具体方法和

措施#向产妇强调及时自行排尿的重要性#告知产妇有关排尿

的注意事项及促进排尿的相关方法)医护人员叮嘱产妇早期

在其家属帮助下下床活动及注意事项#促进身体恢复#教会产

妇进行产后恶露的观察#若出现不良症状及时通知医生处理)

$

;

%新生儿护理)医护人员传授产妇及其家属有关新生儿护理

的知识#主要包括新生儿脐部护理*尿布更换及洗澡等注意事

项)医护人员向产妇强调对新生儿抚触的意义#并教会产妇抚

触新生儿的方法)医护人员指导产妇给婴儿洗澡#控制水温在

01

!

8/g

之间#首先清洗上半身#然后为下半身)婴儿洗完澡

后更换衣服包被#做到动作轻柔#在婴儿皮肤褶皱处涂抹爽身

粉使皮肤干燥)$

0

%母乳喂养指导)医护人员向产妇耐心*仔

细讲解母乳喂养的好处以及引起乳房肿胀的原因#强调按需哺

乳的意义#对无法产出母乳的产妇进行正确配对奶粉的指导#

使产妇学会正确配对奶粉和科学喂养#避免出现婴儿喂养错误

而造成危害#提高产妇对母乳喂养的了解#使其正确应对各种

产后状况)$

8

%健康心理教育)产妇由于发生角色转变及生理

变化#易出现烦躁*害怕等不良情绪)医护人员及时与产妇及

其家属进行沟通#倾听产妇诉求#并对其诉述的内心困惑给予

耐心解答#告知产妇正确宣泄内心不良心理情绪的方式)医护

人员还需让产妇家属多关心和体贴产妇#给予产妇亲情温暖)

此外#还需要为产妇营造舒适*安静的环境#尽可能减少对产妇

的打扰#通过听音乐*户外散步和聊天等方式#帮助产妇缓解心

理压力#同时对产妇普及产后知识#选取母婴同室成功护理案

例与患者分享#提高产妇对母婴同室及产后护理的认知度#从

而减少患者负性情绪)$

5

%出院指导)医护人员指导产妇出院

后坚持进行母乳喂养#及时进行乙型肝炎疫苗和卡介苗接种#

向产妇强调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医护人员告知产妇有关居家

护理的知识#主要包括室内环境*产后会阴护理等)医护人员

依据产妇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饮食计划#建议其多吃新鲜水

果*蔬菜和豆制品#多食用富含高蛋白食物#严禁油腻*辛辣等

食物纠正其不良饮食习惯)医护人员指导患者每日进行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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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如散步*上下楼梯等#保持身心愉悦#促进身体恢复)$

:

%

健康知识教育)医护人员定期开展知识讲座#内容主要包括产

后恢复与育婴经验#产妇之间相互交流心得和体验#互相学习

经验)社区每周
.

次组织学习#提供模型供学习使用#教会产

妇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4'

!

观察指标
!

$

.

%运用产后知识问卷对两组产妇产后知识

总知晓度进行评价#主要分为完全知晓*部分知晓和未知晓
0

个等级#总知晓
6

完全知晓
l

部分知晓)$

;

%对比两组产妇产

后恢复情况#主要分为好*较好*一般*差
8

个等级)$

0

%对比两

组产妇母乳喂养率#主要包括纯母乳喂养*人工喂养和混合喂

养#母乳喂养率
6

纯母乳喂养
l

混合喂养)$

8

%对比两组护理

总满意度#采用本院自制评价表对产妇满意度进行评分#满分

为
.//

分#

3/

分以上为非常满意#

1/

!

3/

分为满意#

-/

!%

1/

分为一般满意#

-/

分以下为不满意)总满意
6

非常满意
l

满

意
l

一般满意)

$4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34/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以'

(

$

U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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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两组产妇产后知识总知晓度对比
!

观察组产妇产后知识

总知晓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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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两组产妇产后知识总知晓度对比 (

(

#

U

$)

组别
(

完全知晓 部分知晓 未知晓 总知晓度

对照组
5/ .5

$

08

%

;;

$

88

%

.0

$

;:

%

0-

$

-8

%

观察组
5/ ;:

$

5;

%

;.

$

8;

%

0

$

:

%

8-

$

38

%

!

;

54//; /4/8. :4/;- :4/;-

! /4/;5 /418/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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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产妇产后恢复情况对比
!

观察组产妇产后恢复情况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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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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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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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产妇产后恢复情况对比 (

(

#

U

$)

组别
(

好 较好 一般 差

对照组
5/ .5

$

0/

%

;5

$

5/

%

:

$

.;

%

8

$

1

%

观察组
5/ 0/

$

:/

%

.3

$

01

%

.

$

;

%

/

$

/

%

!

;

34/3. .4/.5 0418/ ;4088

! /4//0 /40.8 /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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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产妇母乳喂养率对比
!

观察组产妇母乳喂养率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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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0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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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产妇母乳喂养率对比 (

(

#

U

$)

组别
(

纯母乳喂养 人工喂养 混合喂养 母乳喂养率

对照组
5/ ;0

$

8:

%

.5

$

0/

%

.;

$

;8

%

05

$

-/

%

观察组
5/ 01

$

-:

%

5

$

./

%

-

$

.8

%

85

$

3/

%

!

;

34851 54/:0 .4:;8 54/:0

! /4//; /4/;8 /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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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产妇护理满意度对比
!

观察组产妇护理总满意度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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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8

)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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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产妇护理总满意度对比 (

(

#

U

$)

组别
(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5/ 1

$

.:

%

.5

$

0/

%

.0

$

;:

%

.8

$

;1

%

0:

$

-;

%

观察组
5/ ;:

$

5;

%

.0

$

;:

%

-

$

.8

%

8

$

1

%

8:

$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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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长时间相处#母亲可放松自己的身心#使生理和心理

得到充分休息#分泌出大量母乳喂哺婴儿)研究表明'

:

(

#母婴

同室具有提供家庭式照顾#早期建立亲子关系促进感情#了解

婴儿生活习性#提高成功哺育母乳率#学会育婴技巧等优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技术不断进步#母婴同室已被广泛地运

用于产妇和婴儿护理中)此外#产褥期产妇发生巨大的角色转

变和生理变化#心理易出现烦躁*害怕等不良情绪#并且产妇缺

乏产后知识#导致产妇自我护理和新生儿护理达不到预期效

果'

-'1

(

)临床认为通过人性化*科学的护理措施可促进产妇身

体恢复和成功哺乳等)

在本研究中#观察组产后知识总知晓度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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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基于反馈式的健康教育护理可

有效提高产妇产后知识知晓度)其原因在于医护人员向产妇

传授自我缓解疼痛的措施#强调及时自行排尿的重要性#告知

产妇有关排尿的注意事项及促进排尿的相关方法&同时叮嘱产

妇早期在其家属帮助下进行下床活动#教会产妇进行产后恶露

的观察#增强产妇对产后自我护理的意识)医护人员传授产妇

及其家属有关新生儿护理的知识#主要包括新生儿脐部护理*

尿布更换及洗澡等注意事项#强调对新生儿抚触的意义#并教

会产妇抚触新生儿的方法#有效提高了产妇对新生儿护理知识

的认知'

3'./

(

)观察组产后恢复情况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4/5

%#说明基于反馈式的健康教育护理可有效促进

产妇产后恢复#原因在于医护人员建议产妇坚持母乳喂养#及

时接种卡介苗和乙型肝炎疫苗#强调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告知

产妇有关居家护理的知识#主要包括室内环境*产后会阴护理

等#依据产妇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饮食计划#建议其多吃新鲜

水果*蔬菜和豆制品#多食用富含高蛋白食物#纠正不良饮食习

惯#指导患者每日进行适当运动#如散步*上下楼梯等#保持身

心愉悦促进身体恢复#定期开展知识讲座#社区每周组织学习#

互相交流心得#从而促进产妇产后恢复'

..

(

)观察组母乳喂养

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说明基于反馈

式的健康教育护理可有效提高产妇母乳喂养率#原因在于医护

人员向产妇讲解母乳喂养的优点#强调按需哺乳的意义与重要

性#对无法产出母乳的产妇进行正确配对奶粉的指导#使产妇

学会正确配对奶粉和科学喂养#从而提高产妇母乳喂养

率'

.;'.0

(

)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4/5

%#说明基于反馈式的健康教育护理可有效提高产

妇护理总满意度#原因在于医护人员及时与产妇及其家属进行

沟通#倾听产妇诉求#耐心解答其困惑#指导产妇正确使用宣泄

情绪的方式#告知产妇家属多关心和体贴产妇#给予产妇亲情

温暖#为产妇营造舒适*安静的环境#尽可能减少对产妇的打

扰#从而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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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基于反馈式的健康教育护理应用于母婴同室效

果显著#可有效增强产妇产后知识总知晓度#促进产后恢复#提

高母乳喂养率#提高护理总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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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赫塞汀联合化疗方案治疗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观察及护理策略"

饶井芬!朱
!

彤#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肿瘤科!河北承德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赫塞汀联合化疗方案对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影响!评估患者生活质量状况!分析护理策略$方法
!

选

取该院
;/.0

年
1

月至
;/.5

年
0

月
..8

例乳腺癌晚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各
5-

例$两组均用赫

塞汀联合化疗方案!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措施基础上另外给予个性化护理&治疗及护理
;

个疗程后!观

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不良反应%生活质量及疼痛程度!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9P

#进行评分$结果
!

观察组患者客观缓解率

"

8-40-U

#高于对照组"

8/405U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观察组
"9P

评分"

540-V/40.

#分低于对照组"

:48/V/401

#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观察组患者心脏毒性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观察组生活质量%依从性和护理

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结论
!

赫塞汀联合化疗方案配合个性化护理!能够提高晚期乳腺癌患者临

床疗效!降低患者不良反应!缓解患者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赫塞汀&

!

晚期乳腺癌&

!

化疗&

!

临床疗效&

!

护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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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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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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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晚期患者病情常反复#能

够通过淋巴*血液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灶转移#严重威胁女性身

心健康)赫塞汀是一种重组
S%9

衍生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可选择性作用于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

$

2#_;

%的细胞外部

位#临床已作为单药治疗
2#_;

过度表达的转移性乳腺

癌'

.';

(

)晚期乳腺癌患者以化疗为主要治疗手段#患者需忍受

化疗带来的不良反应)本研究应用赫塞汀治疗#加强化疗期间

的护理#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措施#以进一步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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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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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诊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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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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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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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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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乳腺癌晚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乳腺癌患者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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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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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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