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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对初产妇产褥期恢复及母乳喂养情况的影响

张
!

娟!张
!

跃!赵
!

梅#

西电集团医院产科!陕西西安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对初产妇产褥期恢复及母乳喂养情况的影响%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P

年
5

月初产妇
%'&

例!计算机随机等分成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5&

例%对照组产妇接受常

规护理!观察组产妇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干预%比较两组产妇的自我护理能力$恢复情况$

心理状态$母乳喂养情况%结果
!

干预前两组产妇自我护理能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干预后观

察组产妇的正常生活能力$家庭融入$社会融入$情绪状态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观察组产妇泌乳时

间$子宫入盆时间$血性恶露时间短于对照组"

!

%

&(&$

#%干预前两组产妇焦虑自评量表"

Y6Y

量表#$抑郁自评

量表"

YXY

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干预后观察组产妇
Y6Y

$

YXY

评分低于对照组"

!

%

&(&$

#%观察组完全母乳喂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结论
!

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可促进初产妇产褥期恢

复!改善其负性心理!促进母乳喂养%

关键词"强化自我护理能力'

!

初产妇'

!

产褥期'

!

焦虑'

!

抑郁

中图法分类号"

4#)3()%

文献标志码"

6

文章编号"

%5)'7/#$$

"

'&%/

#

%57'#&#7&3

!!

妊娠是女性正常生理现象#产妇在经历备孕
K

怀

孕
K

分娩之后)

%

*

#身体各项功能都会发生改变)

'

*

'尤

其是剖宫产的产妇#术后需要较长时间卧床休养#如

果术后得不到较好的护理#很可能出现并发症以及不

良事件'因此#对初产妇产褥期自我护理能力的培养

关乎产妇产后生活质量及乳汁分泌'有研究发现#强

化自我护理能力能够快速促进产妇恢复#减少产后不

良事件发生)

3

*

'目前国内在强化自我护理能力方面

的干预措施虽多#但缺乏新颖性#这也影响了初产妇

产褥期的恢复'本文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P

年
5

月收治的初产妇#对其实行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干

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P

年
5

月本

院初产妇
%'&

例#计算机随机等分成对照组与观察

组#每组
5&

例'对照组产妇年龄
'3

!

3#

岁#平均

$

'P(/)Z'(#)

%岁&孕周
3#

!

#%

周#平均$

3P($)Z

%(&#

%周&阴道分娩
#P

例#剖宫产
%'

例'观察组产妇

年龄
'3

!

33

岁#平均$

'P(/)Z'(P)

%年&孕周
3#

!

#&

周#平均$

3P($)Z%($)

%周&阴道分娩
#/

例#剖宫产
%%

例'两组产妇年龄(孕周(生产方式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

$

&(&$

%'纳入

标准!$

%

%单胎(初产&$

'

%知情同意&$

3

%经本院医学伦

理会批准&$

#

%既往病史(手术史清楚'排除标准!$

%

%

精神病产妇&$

'

%认知功能障碍产妇&$

3

%心脏病产妇&

$

#

%肝肾功能代谢异常产妇&$

$

%四肢功能不全产妇'

$(/

!

方法
!

对照组产妇接受常规护理!产前护士对

产妇进行健康宣教#产后护士指导产妇刺激乳房(泌

乳(清洗新生儿等'观察组产妇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

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干预!$

%

%生理干预'护士针对本

组产妇生理特点制订干预措施#其目的是增强产妇自

我护理意识#深化产妇对生产及护理知识的认知'护

士在本组产妇生产后与其保持密切联系'对于阴道

分娩的产妇#要提醒其注意保暖#讲解阴道生产的优

点及产后
'>

下床活动的重要性&告知产妇阴道分娩

数小时后即有乳汁分泌#教授产妇按摩乳房的手法#

并观察产妇的按摩步骤是否正确#指出有问题的地

方'对于剖宫产的产妇#要尽量满足其要求#不能刺

激产妇#在术后
5>

去枕平卧#叮嘱产妇家属及产妇定

时按摩乳房#鼓励产妇尽早下床活动'$

'

%安全干预'

将生产安全手册发放给产妇#指导产妇阅读生产安全

手册上的内容#解答产妇的疑问'带领产妇参观护士

护理过程#告知产后
)'>

护理要点'$

3

%尊重干预'

该阶段的干预措施主要是尊重产妇人格及心理需求'

产妇生产后几个小时内会发生会阴部及手术切口疼

痛#剧烈的疼痛会影响产妇的自我护理能力'因此#

产妇的饮食(运动等大部分行为都需要护士及家属照

顾#在这个过程中会涉及产妇个人隐私#可能会影响

产妇自尊心#使其出现负性心理'护士首先向产妇讲

解他人护理的重要性#告知产妇护士会对其个人信息

及身体状况严格保密'同时#以亲切的语言及熟练护

理技巧获得产妇信任'例如!护理人员亲身指导#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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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护理产妇#一边讲解护理要点及难点#重复讲解#直

至产妇完全熟悉'考核产妇的自我护理能力#选择一

项护理内容#要求产妇进行自我护理#听取产妇护理

后的感想#及时纠正产妇错误动作#护士重新讲解正

确的护理措施#直至产妇掌握'$

#

%健康宣教'护士

对产妇进行健康宣教#内容包括初产妇产褥期常见问

题(处理方法等'指导产妇学习相关知识#告知自我

护理重要性及意义#鼓励产妇进行自我护理'

$('

!

评价指标
!

$

%

%自我护理能力!干预前及干预后

采用自制-自我护理能力评价表.评价产妇自我护理

能力#内容包括正常生活能力(家庭融入情况(社会融

入情况(情绪状态#满分
%&&

分#评分越高#自我护理

能力越好'$

'

%产妇产后恢复情况!统计两组产妇泌

乳时间(子宫入盆时间(血性恶露时间'$

3

%心理状

态!在干预前及干预后应用焦虑自评量表$

Y6Y

量表%

及抑郁自评量表$

YXY

量表%对产妇焦虑(抑郁心理进

行评价#分数越高#表示焦虑(抑郁越严重'$

#

%母乳

喂养情况'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OYY'&(&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以
KZ:

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产妇自我护理能力比较
!

干预前两组产妇

自我护理能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干

预后观察组产妇的正常生活能力(家庭融入(社会融

入(情绪状态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产妇自我护理能力比较#

KZ:

)分%

组别
(

正常生活能力

干预前 干预后

家庭融入

干预前 干预后

社会融入

干预前 干预后

情绪状态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 #P($)Z'(#& $3(5/Z)($/ #P($)Z'(#& 5'($PZ3($# $3(5/Z%('# 5/(P)Z'(35 5&($)Z3(5/ 5$(')Z5(3'

观察组
5& #P(P#Z'(#' )&(''Z)(P# #P(P#Z'(#' )5(/$Z3(#) $3(P$Z%()# )P(5$Z'(5/ 5&()#Z3(5) ))()#Z5($)

? &(#33 P('/) &(35/ %'(')/ &(5$P %5($#& &($)# %'(5/P

! &(555

%

&(&% &()#%

%

&(&% &(#'%

%

&(&% &($#&

%

&(&%

/(/

!

两组产妇产后恢复情况比较
!

观察组产妇泌乳

时间(子宫入盆时间(血性恶露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产妇产后恢复情况比较#

KZ:

%

组别
(

泌乳时间$

>

% 子宫入盆时间$

D

%血性恶露时间$

D

%

对照组
5& '#($/Z'(%$ %&('#Z%('$ 3(/5Z%('#

观察组
5& %3($)Z'(5' )($#Z%(35 '(%'Z%(''

? %)(P&/ P(&&5 5($)%

!

%

&(&%

%

&(&%

%

&(&%

/('

!

两组产妇心理状态评分比较
!

干预前两组产妇

Y6Y

(

YXY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干预后观察组产妇
Y6Y

(

YXY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3

'

表
3

!!

两组产妇心理状态评分比较#

KZ:

)分%

组别
(

Y6Y

干预前 干预后

YXY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 #5('$Z%('5 3&($)Z'(35 35($PZ3($) '3(P)Z3('#

观察组
5& #5('PZ%('$ '#($)Z'('% 35()#Z3()# %&()#Z3()/

? &($%# %'(')# &('$# %5($)#

! &(5'3

%

&(&% &(P#%

%

&(&%

/(1

!

两组产妇母乳喂情况比较
!

观察组完全母乳喂

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产妇母乳喂情况比较'

(

#

0

%(

组别
(

完全母乳喂养 部分母乳喂养

对照组
5& '3

$

3P(33

%

3)

$

5%(5)

%

观察组
5& #)

$

)P(33

%

%3

$

'%(5)

%

!

'

%&('$# %3($)#

!

%

&(&%

%

&(&%

'

!

讨
!!

论

!!

初产妇由于生产经验不足#产褥期常常表现为身

体虚弱)

#

*

(抵抗力低下)

$

*

(情绪不稳定(生活能力降低

等'产褥期康复除了依靠护士#也离不开产妇的自我

护理)

57%&

*

'目前国内缺乏一套完整(高效的产妇自我

护理措施#大部分产妇尤其是初产妇并没有意识到自

己也是护理的重要力量之一#产妇更多是将自己归于

患者#导致其自我护理能力较低'采用何种有效干预

措施提高产妇自我护理能力#促进产后生活质量及能

力提高#一直是产科护理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

%%7%'

*

'

曾六萍等)

%3

*研究发现#护士在护理产妇过程中有意

识(有目的地指导产妇进行自我护理#讲解主动护理

的重要性#能提高产妇自我护理意识及护理质量#从

而有利于改善产褥期产妇个人情绪'

护士指导产妇活动#告知其尽早下床活动能促进

恶露排出#提肛训练能改善盆底肌肉功能)

%#

*

#这些措

施能提高产妇对产褥期康复护理的认识#促使产妇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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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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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锻炼#提高自我护理能力)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

预后观察组产妇的正常生活能力(家庭融入(社会融

入(情绪状态评分较高#提示该组产妇自我护理能力

较好#生活能力显著改善#与家庭及社会关系较密切#

情绪较稳定'这也证实强化自我护理能力能改善产

妇生活能力#促进产妇尽早与家庭及社会融合'与对

照组比较#观察组产妇泌乳时间(子宫入盆时间(血性

恶露时间较短#说明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干预模式下产

妇通过定时锻炼(强化自我护理行为#能有效提高临

床护理质量#从而促进身体恢复'观察组产妇
Y6Y

(

YXY

评分较低#且完全母乳喂养率更高'自我护理强

调调整产妇心理状态#改善产妇负性心理#而产妇通

过不断自我调节后#可改善机体内分泌#促进乳汁分

泌#实现全母乳喂养'

综上所述#强化自我护理能力能显著促进初产妇

产褥期恢复#改善负性心理#促进母乳喂养#适宜推广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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