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通信作者#

1>.@H8

!

!AC%F!FD"$A

$

!'&#K9.

+

!临床探讨!

!"#

!

$%&'()(

"

*

&+,,-&$)./0(122&/%$(&$/&%1%

延续性护理与康复训练对子宫全切患者术后不良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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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延续性护理与康复训练对子宫全切患者术后不良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

选

取该院在
"%!'

年
&

月至
"%!D

年
'

月收治的进行子宫全切术的患者共
C!

例!分为对照组"

$%

例$和观察组"

$!

例$!对照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延续性护理!比较两组盆底肌收

缩压力和盆底肌收缩持续时间和心理状况&配合训练情况&遵从医嘱行为情况以及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

护理

后观察组盆底肌收缩压力和盆底肌收缩持续时间显著高于对照组"

!

#

%#%A

$%观察组护理后心理状况&配合训

练情况和遵从医嘱行为情况均显著好于对照组"

!

#

%#%A

$#观察组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

#

%#%A

$%结论
!

延续性护理与康复训练不仅可以有效改善盆底肌的功能!而且可以有效减少患者负面情绪的发

生!提高生活质量!临床上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关键词"子宫全切#

!

不良情绪#

!

生活质量

中图法分类号"

ED!&#$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D">F$AA

"

"%!F

$

!">!DA$>%"

!!

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和饮食结构的改变#子宫

疾病的发病率逐渐增加#常见的子宫疾病包括子宫肌

瘤)子宫内膜异位症)癌前病变)功能失调性子宫出

血)子宫脱垂以及恶性肿瘤等'

!

(

+子宫对于女性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孕育胚胎)产生胎儿以及产生月

经血的器官#因此子宫全切术会使女性患者产生一定

的负面情绪#而且子宫全切术会造成盆底功能障碍#

进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

(

+有报道显示#延续性

护理联合术后康复训练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但目前国内有关延续性护

理与康复训练对子宫全切患者术后不良情绪及生活

质量影响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

(

+故本研究将延续性

护理与康复训练联合应用于子宫全切术患者#取得较

好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D

年
'

月

收治的行子宫全切术的患者
C!

例#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对照组
$%

例#年龄
$%

"

'A

岁#平均$

A!#&$B"#"D

&

岁%观察组
$!

例#年龄
$"

"

D!

岁#平均$

$F#!DB"#A"

&

岁+两组患者均确诊为妇科良性肿瘤#且无认知功能

障碍及行为异常#排除其他相关疾病%本研究经过医

院伦理委员会通过#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两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A

&#具有

可比性+

$#/

!

方法
!

所有患者均进行常规护理#医护人员常

规告知患者术后注意事项#进行健康教育指导#并做

好出院指导以及预约患者复诊时间#嘱咐患者定期复

诊#同时做好术后电话随访工作+

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联合康复训练+

具体方法!采用一对一由专人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康复方法为凯格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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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采取坐位)站位

或者仰卧位#保持深入缓慢的呼吸频率#患者在吸气

时应收缩肛门和尿道#使盆底肌上提#同时要在盆底

肌上提时集中意念
&

"

A-

#呼气时保持放松#持续进

行
!A

"

"%.H6

#每天进行
"

"

&

次+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延续性护理+具

体方法!首先建立一支优质的护理团队#护理团队成

员主要有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主管护师以及护士组

成#团队拥有专科医生)心理医生以及康复医生等的

支持%护理团队成员经过正式的培训#在患者出院前

制订有针对性的延续性护理方案+出院前#对患者进

行健康宣教#让患者对疾病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对患

者家属做好督导工作#对患者和家属进行专业指导#

记录患者的相关基本信息)疾病情况以及心理状态%

对于有高血糖和高血压的患者#应给予相关健康指

导#控制钠盐和脂肪的摄入#指导患者控制血糖和血

压的方法+患者出院后#医护人员定期进行电话随访

和家庭探访#并根据患者自身实际情况制订有针对性

的治疗方案#治疗时间为每周两次#

!%

"

!A

次为一个

疗程#嘱咐患者半年后到医院进行盆底超声检查和康

复治疗+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WW"%#%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LB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
>

检验#护理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以
!

#

%#%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盆底肌收缩压力和盆底肌收缩持续时间比

较
!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盆底肌收缩压力和盆底肌收

缩持续时间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A

&#且两组患

*

$A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P63"%!F

!

U98#!'

!

V9#!"



者护理后盆底肌收缩压力和盆底肌收缩持续时间均

显著高于护理前$

!

#

%#%A

&#见表
!

+

表
!

!!

两组盆底肌收缩压力和盆底肌收缩持续

!!!

时间比较#

LBE

$

组别
(

盆底肌收缩压力$

../

0

&

护理前 护理后

盆底肌收缩持续时间$

-

&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 &%#A$B&#CA &F#"DB&#%A

"

C#!!B!#&' F#FAB"#"A

"

对照组
$% &!#%$B&#"" &A#!$B"#$"

"

D#F$B!#'D C#'DB"#AC

"

> %#ACF !%#$DC %#CFD F#$''

! %#"&A %#%%% %#$AD %#%%%

!!

注!与护理前相比#

"

!

#

%#%A

/#/

!

两组心理状况)配合训练情况和遵从医嘱行为

情况比较
!

观察组在护理后心理状况)配合训练情况

和遵从医嘱行为情况均显著好于对照组$

!

#

%#%A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心理状况&配合训练情况和遵医

!!!

行为情况'

(

#

a

$(

组别
(

心理状况为正常 主动配合训练 遵从医嘱行为

观察组
$! &C

$

F"#D

&

$%

$

FD#'

&

$!

$

!%%#%

&

对照组
$% "D

$

'D#A

&

"%

$

A%#%

&

"A

$

'"#A

&

!

"

!"#$$A !!#D$' !!#"DA

! %#%%% %#%%% %#%%%

/#'

!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

观察组护理后生活质

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

#

%#%A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情况#分%

LBE

$

组别
(

生活状态 社会功能 心理功能 躯体功能

观察组
$! AC#!'B!#&!D!#&&B&#!A'F#"DB"#!C$'#!CB"#'&

对照组
$% $A#$FB!#""$F#"DB"#!DA!#&"B"#D&&"#$DB"#"C

> !%#%$A F#C'A !!#$D& !%#$'!

! %#%%% %#%%% %#%%% %#%%%

'

!

讨
!!

论

!!

延续性护理通常是指从医院到家庭的延续#是一

种新型的护理模式#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行动确保患者

在不同场所能得到连续性的护理+有研究显示#子宫

全切术会破坏宫颈的周围环境#引起盆底功能障碍性

疾病'

A>'

(

+康复训练可以有效改善盆底肌肉的收缩

力#刺激神经从而达到提高神经兴奋性的目的#以及

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D>F

(

+延续性护理方式不仅

可以使患者得到系统性的护理#而且可以使医护人员

及时了解患者的情况#若出现异常#可及时进行

处理'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后观察组盆底肌收缩压力

和盆底肌收缩持续时间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A

&#这说明延续性护理与康复训练可以有效改善

盆底肌收缩压力和盆底肌收缩持续时间#从而改善患

者盆底肌的功能%观察组护理后心理状况)配合训练

情况和遵从医嘱行为情况均显著好于对照组#这说明

延续性护理与康复训练可以有效改善患者情绪%观察

组在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

#

%#%A

&#这说明延续性护理与康复训练与常规护理相

比#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延续性护理与康复训练不仅可以有效

改善盆底肌的功能#而且可以有效减少患者负面情绪

的发生#使患者积极地配合治疗#有效改善患者的生

活质量#临床上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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