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生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护理人员开通并指导孕

妇关注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与妊娠期糖尿病等相关

的健康知识#可为孕妇树立健康的信念#提高其配合

度和依从性)第四#协同护理模式利用新媒体平台#

如微信等聊天工具#利于孕妇+孕妇家属和护理人员

之间定期联系#解决了传统护理模式下的地理阻碍)

患者无需频繁出入医院#护理人员可通过语音聊天+

发送电子资料等方式对孕妇进行护理指导#并根据孕

妇及其家属的每日反馈监督其完成#既提高患者依从

性#又为其节省就医成本)第五#护理期间为孕妇进

行持续的饮食运动情况与血糖监测#并给予个性化的

饮食运动方案与计划#且重视其落实过程)

综上所述#对于肥胖伴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应用多

科室协同护理模式#对其饮食+运动+心理健康等各个

方面实施干预#有助于降低母婴并发症发生率#有效

改善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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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对初产妇产褥期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

黄尚专!黄林红!谷学荣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湖南长沙
A'4'DD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干预对初产妇产褥期自我护理能力&相关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方

法
!

选取
'4A

例初产妇并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9(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常

规护理
h

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干预%评估并比较两组产后
'

&

A(P

时自我护理能力+自我护理能力量表"

![$;

$,

与自我效能感+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

$,!比较两组产褥期间相关并发症"伤口愈合不良&急性乳腺炎&便

秘&子宫复旧不良&产褥期感染$发生情况%结果
!

产后
A(P

时!两组产妇自我护理能力各因子评分及总分&自

我效能感评分均较产后
'P

时明显提高!且观察组高于同期对照组"

N

(

4349

$%产褥期间!观察组产褥期相关

并发症中伤口愈合不良&便秘&子宫复旧不良发生率较对照组低"

N

(

4349

$#两组急性乳腺炎&产褥期感染发生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

4349

$%结论
!

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干预有助于提高初产妇产褥期自我护理能力!

对于降低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护理干预#

!

初产妇#

!

自我护理#

!

并发症

中图法分类号"

"AC53C'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8C(%DA99

"

(4'D

$

49%4C4A%4A

!!

经历妊娠+分娩等特殊生理时期后#产妇生理+心 理状况均产生较大变化#体质较为虚弱#生殖道及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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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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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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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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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免疫防御能力降低#容易出现产后并发症'

'

(

)产妇

需度过产褥期以进行产后恢复#期间产妇身心状况的

巨大转变对产后护理提出较高要求)但初产妇往往

缺乏相关经验与知识#不利于其出院后得到科学+有

效的护理#进而影响其产后康复效果#故增强产妇自

我护理能力对于促进母婴健康意义重大'

(

(

)为延伸

临床护理至产妇家庭#加强产妇自我护理能力#本研

究选择
'4A

例足月单胎初产妇进行随机分组对照研

究#以探索强化产妇自我护理能力的相关干预措施)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选择
(4'C

年
A

月至
(4'6

年
A

月于

本院分娩的
'4A

例初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并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9(

例)两组产妇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

4349

&#具可比性)

见表
'

)

表
'

!!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BfI

或
'

#

c

$(

项目
'

年龄$岁&

分娩时孕周

$周&

分娩方式

阴道分娩 剖宫产

受教育年限

$年&

观察组
9( (939Df93'8 563A8f'34' 5C

$

C'3'9

&

'9

$

(6369

&

'(3'4f(345

对照组
9( (93'Cf9354 5638'f'346 5D

$

C9344

&

'5

$

(9344

&

''3CCf(3AA

E

或
5

(

43A4D 43C5( 43'D8 43C94

N

'

4349

'

4349

'

4349

'

4349

$3$3$

!

纳入标准
!

$

'

&足月单胎初产妇%$

(

&文化程

度为初中以上%$

5

&有基本自我照顾能力%$

A

&可熟练

运用微信
;&&

%$

9

&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经

过充分知情自愿加入本研究)

$3$3/

!

排除标准
!

$

'

&伴机体器官+系统严重疾病

者%$

(

&伴智力低下+精神疾病者%$

5

&伴机体感染

患者)

$3$3'

!

脱落标准
!

$

'

&产妇依照自身意愿退出研究%

$

(

&失访%$

5

&产妇发生本研究预期并发症外的其他严

重躯体或精神疾病#无法配合研究)

$3/

!

方法

$3/3$

!

护理方法
!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包括

饮食指导+恶露观察+子宫按摩+新生儿护理+心理护

理+出院指导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强化自我护理能

力#包括以下几方面)$

'

&评估产妇自我护理能力!产

妇分娩后由责任护士对其进行产褥期自我护理能力

评估#包括促进环境舒适+饮食注意事项+卫生保持+

子宫复旧+恶露观察+乳房护理+哺乳注意事项+盆底

肌康复+产后心理变化+产褥期并发症等知识与技能

水平#评估产妇自我护理责任感等#并进行详细记录)

针对性制订个性化护理干预方案以强化弱项#促进产

妇树立良好自我护理观念及学习自我护理知识与技

能)$

(

&自我护理知识宣教与技能训练!强调产褥期

自我护理对于产后康复的重要性#并针对产妇自我护

理能力薄弱之处#充分考虑产妇理解能力与文化水平

进行个体化健康教育)采用床旁宣教+发放产褥期护

理折页+病房自我护理讨论会等方式进行健康教育#

并通过模型+图片+真人示范等方式进行技能演示#如

哺乳姿势+乳房护理+盆底肌康复+子宫按摩+恶露观

察等要点)演示结束后由产妇进行现场演练#如操作

出现错误或偏差之处#及时进行指导纠正)确保产妇

充分了解+把握操作要点并可熟练运用于日常自我护

理)$

5

&建立交流平台!嘱产妇关注由科室建立的微

信公众号)由专人每周推送
(

篇产后母婴护理保健

相关内容)产妇亦可通过往期内容回顾进行以往发

布内容的阅读#并可在公众号进行评论#与其他产妇

进行经验交流或问题询问#每日由科室护理小组进行

回答+指导#产妇也可通过科室咨询电话进行询问)

$

A

&院外随访!每周由责任护士进行
'

次
'9

$

540*+

的电话随访或微信随访#对产妇健康+保健情况进行

记录%调查产妇产褥期并发症发生情况#必要时嘱产

妇及时回院复诊%通过交流了解产妇自我护理态度变

化#对于信心充足者及自我护理情况佳者给予口头夸

奖)对于信心缺失或自我护理执行不佳者#耐心询问

产妇原因#给予针对性个体指导和问题解答)两组产

妇均在产后
A(P

时进行产科复诊#检查产妇产后恢复

情况#并对产妇进行自我护理能力评估)

$3/3/

!

评估方法
!

$

'

&采用自我护理能力量表$

![%

$;

&

'

5

(进行产妇自我护理能力评估)此量表包括
A

个

因子#共
A5

个条目#每项从/非常像我0到/非常不像

我0分为
9

个选项#各条目评
4

$

A

分)得分越高则产

妇自我护理能力越强)$

(

&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

][![

&

'

A

(进行产妇自我效能感评估#量表共有
'4

项

内容#每项从/完全符合0到/完全不符合0分为
A

个选

项#评
'

$

A

分#总分为
A4

分#得分越高则产妇自我效

能感越强)

$3'

!

观察指标
!

评估并比较两组产后
'

+

A(P

时
![%

$;

与
][![

评分#比较两组产妇产褥期间相关并发

症$伤口愈合不良+急性乳腺炎+便秘+子宫复旧不良+

产褥期感染&发生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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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34

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BfI

表示#比较采用
E

检验%以
N

(

434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3$

!

随访结果
!

两组共
'4A

例产妇均成功随访至产

后
A(P

#中途无脱落病例)

/3/

!

两组自我护理能力比较
!

产后
A(P

时#两组产

妇自我护理能力各因子评分及总分均较产后
'P

明显

提高#且观察组高于同期对照组$

N

(

4349

&)见表
(

)

/3'

!

两组自我效能感比较
!

产后
A(P

时#两组产妇

自我效能感评分均较产后
'P

明显提高#且观察组高

于同期对照组$

N

(

4349

&)见表
5

)

表
(

!!

两组自我护理能力比较#

'g9(

%

BfI

%分$

组别 时间 自我护理技能 自我责任感 自我概念 健康知识水平 总分

观察组 产后
'P ('3'5f5359 '5349f(365 '63C4f(3'D AA388fA3(C DC39Af9345

产后
A(P 5(355fA39C

"'

'C355f5348

"'

(A348f(3C8

"'

98369fA3A4

"'

'5438Af93C8

"'

对照组 产后
'P (43C6f(38C '(368f(3AA '63(Df5348 AA3'(fA384 D83'AfA3CD

产后
A(P (8394f53(5

"

'93'Df'3D8

"

(43'5f(3'4

"

AD3A(f53DA

"

'''3((f93'5

"

!!

注!与同组产后
'P

时比较#

"

N

(

4349

%与对照组比较#

'

N

(

4349

表
5

!!

两组自我效能感比较#

BfI

%分$

组别
'

产后
'P

产后
A(P

观察组
9( (63'4f5394 5A355f53'8

"'

对照组
9( (C3D(fA348 (D3'6f53(5

"

!!

注!与同组产后
'P

时比较#

"

N

(

4349

%与对照组比较#

'

N

(

4349

/31

!

两组产褥期相关并发症比较
!

产褥期间#观察

组产褥期相关并发症中伤口愈合不良+便秘+子宫复

旧不良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N

(

4349

&%两组急性乳腺

炎+产褥期感染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

4349

&)见表
A

)

表
A

!!

两组产褥期相关并发症比较'

'

#

c

$(

项目
'

伤口愈合

不良

急性

乳腺炎
便秘

子宫

复旧不良

产褥期

感染

观察组
9( 5

$

93CC

&

'

$

'3D(

&

(

$

5369

&

(

$

5369

&

(

$

5369

&

对照组
9(''

$

('3'9

&

A

$

C38D

&

'4

$

'D3(5

&

D

$

'C35'

&

8

$

''39A

&

!

(

93(65 436D' 834(D A3D6' '3('D

N

(

4349

'

4349

(

4349

(

4349

'

4349

'

!

讨
!!

论

!!

初产妇产后卫生保健知识较为匮乏#且当前多数

年轻人为独生子女#产褥期对于长辈依赖性强)但中

国部分地区有关/坐月子0的传统观念陈旧#缺乏科学

性#长辈如仍延续产褥期不洗澡+不洗头+不通风+不

下床活动等陋习#将使产妇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增加产妇产褥期并发症发生风险'

9

(

)为确保初产妇

出院后科学+顺利度过产褥期#完成角色转变#提高产

妇院外自我护理意识与能力至关重要)

本研究中观察组产妇经干预后自我护理技能+自

我责任感+自我概念+健康知识水平等自我护理能力

因子得分均较产后
'P

得到明显提升#且明显高于同

期对照组)可见本研究护理干预措施可有效改善初

产妇自我护理能力#究其原因可能为本研究从知识+

技能和态度多方面入手进行干预#包括!$

'

&本研究中

护理人员持续向产妇开展健康教育#宣传产后护理知

识#有助于提高初产妇自我护理知识水平#纠正传统

错误观念#提高其对于产后科学保健的意识)$

(

&为

防止产妇对于产后自我护理仅仅停留于认知层面#本

研究还通过演示+现场操作等方法培养产妇动手能

力#帮助产妇提高操作技能水平)$

5

&护理方式紧跟

时代发展#采用网络平台进行便捷+有效的延续性护

理)微信平台的建立有助于提高护理宣教方式多样

性#综合运用图片+视频+文字等多种信息传递模式#

直白易懂#充分满足多种知识水平的产妇#使健康教

育与护理指导有效延伸到院外)据研究显示#利用微

信平台提升多种疾病患者'

8

(

+孕产妇等'

C

(出院后自我

护理能力的效果均较为显著)$

A

&本研究每周对出院

后产妇进行
'

次电话或微信随访#以随时跟进其自我

护理成效#并对效果不佳者及时进行指导)与产妇共

同探讨解决方案#对于维持其自我护理的信念产生一

定积极作用)经过多方式+多时间点的干预后#产妇

自我护理能力得到有效提高#有助于改善其自我护理

质量#从而降低观察组产褥期部分并发症$伤口愈合

不良+便秘+子宫复旧不良&发生率)

此外#本研究中产后
'P

观察组初产妇
][![

评

分为$

(63'4f5394

&分#对照组为$

(C3D(fA348

&分#

均明显高于李晓雅等'

6

(研究中初产妇
][![

得分#这

可能与本研究中研究对象接受教育年限较长有关)

学历水平高者获取产后护理相关知识更为积极#渠道

更为多样#有利于促进其自我护理意识与行为#提高

自我护理信心与自我效能感)孙明玉等'

D

(研究结果

亦表明患者学历是影响其自我效能$下转第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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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因素之一)本研究中经过干预后观察组自我效

能感水平明显高于同期对照组#说明强化自我护理能

力在提高初产妇自我效能感方面有一定作用)自我

效能感是一种随具体情境改变而改变的不稳定个性

特征'

'4

(

)观察组接受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干预后对于

相关知识+技能熟练应用程度均高于对照组#有利于

加深观察组对于自我护理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其产褥

期自我护理信心#可能对提高观察组产妇自我效能感

产生积极影响)有研究表明#提高自我效能感对人们

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

(

)

综上所述#对初产妇进行强化自我护理能力护理

干预有助于转变初产妇自我护理观念#提高自我效能

感与自我护理能力#使其运用科学+合理的产后自我护

理知识与技能改善产褥期护理质量#降低产褥期并发

症发生率#提高生活质量#有利于促进母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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