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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指导干预对初产妇产前母乳喂养技术#自我效能及

产后母乳喂养的影响"

袁瑞芳&

!马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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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医院产科
!

!&KK%%

%

!P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产科
!

!&K%!'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同伴指导干预对初产妇对产前母乳喂养技术&自我效能和产后母乳喂养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f&%

月江苏省江阴市人民医院接收的初产妇
&LK

例!按入院编号分为
!

组!单号
JJ

例纳入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双号
JJ

例纳

入观察组!实施同伴指导干预$观察并记录
!

组干预后产前母乳喂养技术知晓率&产后母乳喂养率及生产前后母乳喂养自我效能

情况$结果
!

观察组干预后产前母乳喂养技术知晓率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观察组产后母乳喂养率高于常

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观察组产后
$

周&

K

个月技能维度&内心活动维度和母乳喂养自我效能总评分均高于常规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结论
!

同伴指导干预运用于初产妇可明显提升产妇产前母乳喂养技术的知晓度!提高母乳喂养

自我效能和产后母乳喂养率$

关键词"同伴指导干预%

!

初产妇%

!

母乳喂养%

!

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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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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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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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生产后#乳房内会产生哺乳婴儿的汁液#含有丰富乳

铁蛋白'蛋白质'维生素及碳水化合物等(

&

)

*母乳中的蛋白质

及幼细脂肪粒容易被婴儿吸收#其中含有的丰富免疫物质'抗

体等会明显提高婴儿机体抵抗力#降低新生儿疾病发生率(

!

)

*

此外#母乳喂养可帮助提高母子亲密度#加强母子沟通*但近

年来#母乳喂养率明显下降#特别是初产妇的母乳喂养率较低#

原因可能与医护人员宣传力度不够'产妇存在错误思想等相

关(

'

)

*同伴指导干预作为新型护理干预措施#能够利用同伴间

存在的共性及相似性特点#通过同伴示范#提高产妇对信息的

接受程度#从而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K

)

*为探究此护理方式运

用于产前教育的效果#本研究对江苏省江阴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初产妇给予同伴指导干预护理#并与常规教育效果进行了比

较*结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P$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f&%

月江苏省江阴市人民医

院接收的初产妇
&LK

例#按入院编号分为
!

组&单号
JJ

例纳入

常规组&年龄
!!

#

'L

岁#平均$

!(P&Ka!P&&

%岁&文化程度#初

中
K%

例#高中或中专
!%

例#大专及以上
&J

例&分娩方式#自然

分娩
!K

例#剖宫产
L'

例*双号
JJ

例纳入观察组&年龄
!'

#

'$

岁#平均$

'%P&&a!P&J

%岁&文化程度#初中
'J

例#高中或中专

&(

例#大专及以上
!&

例&分娩方式#自然分娩
!$

例#剖宫产
L&

例*

!

组年龄'分娩方式及文化程度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P%L

%*

$P/

!

入选和排除标准
!

$

&

%入选标准!已婚初产妇&产前检查

显示为单胎正常妊娠&具有一定认知能力和语言理解能力&初

中及以上文化水平&无剖宫产指征&产后愿意母乳喂养&自愿并

积极配合此研究*$

!

%排除标准!精神异常或存在意识障碍者&

伴随传染性疾病者&存在妊娠合并症或其他严重并发症者&存

在不宜进行母婴喂养的母婴疾病者&乳头平坦或内陷产妇&曾

参加过产妇学校相关培训的产妇*

$P'

!

方法

$P'P$

!

常规组方法
!

实施常规母乳喂养教育*产妇从
!S

周

开始接受专业教师母乳喂养相关知识教育#至
'$

周结束#

&

次"月#教育内容主要为母乳喂养的优点'方法及相关注意事项

等#通过口头传教的方式对其进行健康教育*同时#邀请产妇

的家属共同参加健康教育#指导产妇正确的母乳喂养手段#告

知其纯母乳喂养的好处'挤奶手段及正确的喂哺方式等*产妇

还应学习如何对乳腺炎进行防治及如何根据需要进行哺乳*

注意消除产妇的疑虑#并尽自身最大能力解答其所提出的问

题#创建产妇合理的喂养观念#并予以其心理疏通#在一定程度

上予以产妇相应的心理暗示*一旦出现对母乳喂养产生影响

的因素#应通过心理疏通方法消除其不良因素*

$P'P/

!

观察组方法
!

观察组实施同伴指导干预#母乳喂养教

育实践和频率与常规组相同*挑选
!

名具有哺乳经验的护理

人员作为同伴指导干预人员#经过护理培训后对产妇实施干

预*$

&

%教育方式*护理人员通过
,,*

'录像及婴儿模型等方

式向产妇讲述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及具体方法*$

!

%第
&

次母

乳指导*同伴指导者在本次教育中重点讲述泌乳机制'母乳营

养成分#让产妇了解能够促进乳汁分泌的食物#从而使产妇能

够掌握母乳的基本知识*在讲述过程中#可通过相互交流和了

解#提高初产妇学习的信心*$

'

%第
!

次母乳指导*同伴指导

者通过提问的形式巩固上次讲解内容#通过让初产妇了解其他

母乳替代品与母乳间的明显差异#使其明确母乳喂养的明显优

势*此外#同伴指导者嘱咐初产妇多食入黑芝麻'花生'茭白及

豆腐等促泌乳食物#指导初产妇掌握正确按摩乳房方法#日常

生活中做好乳头部位的清洁工作*$

K

%第
'

次母乳指导*指导

母乳喂养的正确方式及体位等#让产妇了解母婴同室'及早母

乳喂养'多次吮吸的优点*巩固前
!

次教育相关内容*$

L

%第

K

次母乳指导*同伴指导者通过婴儿模型指导初产妇母乳喂

养的正确姿势#让其了解初乳量完全可满足婴儿的饮食需求#

纠正相关错误观念*通过举例等方式告知初产妇其他添加奶

对于产后新生儿的远期负面影响#强化初产妇坚持母乳喂养的

信念*$

$

%第
L

次母乳指导*同伴指导者重点解决初产妇在喂

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通过传授自身过往喂养经验#提升初产

妇母乳喂养意识*通过同伴指导者与初产妇相互间的交流和

沟通#不断提升初产妇对同伴指导者的信任度#促进提高对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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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喂养知识的接受度*$

J

%同伴指导者给予每位初产妇母乳喂

养手册#从而使其能够随时巩固母乳喂养相关知识*

$P1

!

观察指标
!

$

&

%采用1母乳喂养培训教材2对
!

组产妇产

前母乳喂养技术知晓度进行评价#主要包括喂养姿势'含接姿

势'拖乳方法及挤奶手段等
K

个方面#每项分为知晓及不知

晓(

L

)

*$

!

%统计
!

组产后母乳喂养率#主要分为以下
'

类!

1

纯

母乳喂养#新生儿在食用母乳后不通过任何液体或者固体食物

进行辅助喂养&

2

混合母乳喂养#包括高比例喂养$新生儿每天

母乳的摄入量高于
S%Z

%'中比例喂养$新生儿每天母乳的摄

入量为
!%Z

#

S%Z

%'低比例喂养$新生儿每天母乳的摄入量

低于
!%Z

%&

3

人工喂养#新生儿在喂养过程中完全由代乳品

或其他乳类进行喂养*总母乳喂养率
]

$纯母乳喂养例数
g

混

合喂养例数%"总例数
`&%%Z

(

$

)

*$

'

%采用母乳喂养自我效能

量表对
!

组产前'产后
$

周'产后
K

个月产妇母乳喂养自我效

能进行评价#主要包含技能维度和内心活动维度
!

个方面#共

'%

个条目#每个条目
%

#

L

分#总分
'%

#

&L%

分#分数越高表明

母乳喂养自我效能越高#纯母乳喂养可能性越高(

J

)

*

$P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
A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7

检验*计数资料

以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P%L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P$

!

!

组干预后对产前母乳喂养技术的知晓度
!

观察组干预

后产前母乳喂养技术知晓率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P%L

%*见表
&

*

表
&

!!

!

组干预后对产前母乳喂养技术的知晓度$

#

%

Z

'(

组别
#

喂养姿势 含接姿势 拖乳方法 挤奶手段

常规组
JJ $!

$

S%PL!

%

$%

$

JJP(!

%

$&

$

J(P!!

%

$%

$

JJP(!

%

观察组
JJ J'

$

(KPS&

%

JL

$

(JPK%

%

JK

$

($P&%

%

J'

$

(KPS&

%

!

!

JP!$L &'PL%( &%P&KJ &'PL%(

=

#

%P%L

#

%P%L

#

%P%L

#

%P%L

/P/

!

!

组产后母乳喂养率
!

观察组产后母乳喂养率高于常规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见表
!

*

表
!

!!

!

组产后母乳喂养率$

#

%

Z

'(

组别
#

纯母乳喂养 混合喂养 人工喂养 总母乳喂养

常规组
JJ K$

$

L(PJK

%

!!

$

!SPLJ

%

(

$

&&P$(

%

$S

$

SSP'&

%

观察组
JJ LS

$

JLP'!

%

&(

$

!KP$S

%

%

$

%P%%

%

JJ

$

&%%P%%

%

!

!

'PLSK %P!(( (PLL( (PLL(

=

$

%P%L

$

%P%L

#

%P%L

#

%P%L

/P'

!

!

组生产前后母乳喂养自我效能评分
!

观察组产后
$

周'

K

个月的技能维度'内心活动维度和母乳喂养自我效能总

评分均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见表
'

*

表
'

!!

!

组生产前后母乳喂养自我效能评分%

Aa>

&分'

组别
#

产前

技能维度 内心活动维度 总分

产后
$

周

技能维度 内心活动维度 总分

产后
K

个月

技能维度 内心活动维度 总分

常规组
JJ 'SP(La$P!( LLPK$aLPSJ (KP'JaJP(K K'PS!aLPK$ L'PL!a$PLS (SPL&aJP!$ K!PLSaLP!$ LKP%La$P'$ (SP&!aJPK!

观察组
JJ K%P%'aKP&& LLPL!a'PJ& (LP!SaLP!L $&PL!aKP'S $KPSLa!PJS &!$P!LaLPKJ $LP&!a'PJ! $$P!Ja!PLS &!(P(JaLP&'

7 &P!$& %P%J$ %PS'( !!P&S( &'P(&S !$PJJ( '%PJ%% &LP$!K '%P(S!

=

$

%P%L

$

%P%L

$

%P%L

#

%P%L

#

%P%L

#

%P%L

#

%P%L

#

%P%L

#

%P%L

'

!

讨
!!

论

!!

母乳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可完全满足新生儿生长发育的需

求*母乳中的白细胞'免疫抗体等可有效提升新生儿机体免疫

力#避免其被细菌'病毒等侵入&维生素'脂肪'蛋白质等易于婴

儿吸收&母乳温度接近人体正常体温#且无菌卫生(

J+S

)

*相关调

查研究表明#通过给予新生儿及早母乳喂养可促进其智力发

育(

(+&%

)

*由于初产妇对母乳喂养知识了解不充分#大部分初产

妇在对新生儿进行母乳喂养过程中会出现一定困难#如无科学

方法对其进行指导#初产妇可能会因此终止母乳喂养方法(

&&

)

*

导致初产妇母乳喂养率较低的原因主要包括!$

&

%初产妇对母

乳喂养的知识了解不充分*$

!

%即使能够了解母乳喂养的明显

优势#初产妇无喂养经验#进行母乳喂养时会因发生困难而终

止*$

'

%医院工作人员对母乳喂养无明显重视程度*$

K

%部分

产妇在恢复正常的生活工作后#工作单位未提供母乳喂养的便

利条件#相关领导人员对母乳喂养的消极态度使产妇不得不放

弃母乳喂养*因此#需给予产妇有效健康教育#以促进其提升

母乳喂养率*同伴指导干预主要通过性别'年龄'经历等相似

的人分享思想观念'行为技能等#以话题交谈的方式得到同伴

认可#以自身行为感染同伴#最终起到积极意义(

&!

)

*

!!

本研究中#观察组干预后产前母乳喂养技术知晓率高于常

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表明同伴指导干预可有

效提高初产妇母乳喂养相关知识知晓率*同伴指导者具有丰

富母乳喂养经验#通过交流讨论的方式#耐心'细致地向初产妇

分享相关母乳喂养经验#从而使初产妇接受教育时的气氛更为

轻松#更易接受#最终有效提升母乳喂养知识知晓率(

&'

)

*自我

效能对人的思维及情感反应具有明显影响#自我效能较高者可

产生积极思维和情感#而自我效能较低者会产生消极思维和情

感*产前产妇母乳喂养自我效能较低者在发生喂养困难时#会

更多认为是自身条件不佳而放弃母乳喂养*本研究中#观察组

产后各时间段技能维度'内心活动维度和母乳喂养自我效能总

评分均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表明同伴

指导干预可明显提升初产妇自我效能*将同伴指导方式融入

母乳喂养的健康教育中#可有效利用人类社会学习性及趋同

性#最终促进产妇自我效能的提升*本研究中#观察组产后母

乳喂养率为
&%%Z

#明显高于常规组的
SSP'&Z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P%L

%#说明同伴指导干预对提升母乳喂养率具有明

显效果*同伴指导干预能够有效提升初产妇自我效能#使其能

够在接受相关喂养知识时将其转为行动力&通过同伴支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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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初产妇更易接受所传授的信息和技术#并在相互交流中强加

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使自己母乳喂养更为容易#最终明

显提高母乳喂养率(

&K

)

*

!!

综上所述#同伴指导干预可明显提升初产妇产前母乳喂养

技术的知晓度'母乳喂养自我效能和产后母乳喂养率#值得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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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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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研究加味四逆散联合雷贝拉唑治疗胃食管反流"

RU)I

#的临床疗效!分析起效机制$方法
!

对照研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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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开始筛选患者!将消化内科门诊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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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纳入研究!截止
!%&L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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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入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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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采用奇偶数字表达

法!奇数纳入对照组"

#]KL

#!偶数纳入观察组"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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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均常规医嘱!对照组给予雷贝拉唑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

加味四逆散治疗!连续
S

周$结果
!

观察组症状积分痊愈率&愈显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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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症状积分评

价无效率&内镜疗效评价等级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P%L

#$治疗后组间比较!观察组症状积分低于对照组!观察组胃痛&嗳

气&呛咳&厌食症状遗留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P%L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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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四逆散联合雷贝拉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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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较好!

可减轻症状!但不能改善胃镜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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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食管反流$

RU)I

%是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发病与年

龄'种族'饮食习惯等因素有关#在我国具体发病率并不清楚#

但有症状患者约占成年人的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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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

以胃内容物

反流入食管为病理表现#反流物可致食管黏膜损伤#不仅会引

起咳嗽'哮喘'呼吸暂停等症状#久治不愈者可并发咽喉炎*流

行病学研究显示#

RU)I

还是食管癌的高危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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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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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

发病机制较复杂#消化系统动力功能障碍被认为是关键

病因和机制*针对该病的治疗目前尚无规范策略#非癌前病变

患者一般采用药物保守治疗#以质子泵抑制剂'莫沙必利等胃

动力药物为首选&积极改变生活方式#纠正不良生活习惯#对于

疾病复发预防'疗效巩固也有重要意义*中医诊治胃肠道功能

障碍性疾病疗效独特#本研究试采用对照研究#分析加味四逆

散联合雷贝拉唑治疗
RU)I

对症状'相关指标的影响#评价临

床疗效#分析起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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