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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璧山区妇幼保健院实行产后母婴同室#但每年因新

生儿早产)窒息等多种原因造成母婴分离的产妇有
0%%

例左

右*母婴分离使产妇产生一系列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

(

#严

重影响其产褥期的身心健康及乳汁分泌'

1

(

*为了降低产后抑

郁的发生#提高母乳喂养成功率*重庆市璧山区妇幼保健院妇

产科对母婴分离产妇给予早期心理干预)信息支持及乳房护理

等干预措施*缓解了产妇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母乳喂养成功

率#收到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将
$)%

例母婴分离的住院产妇分为对照组和

干预组各
/%

例*纳入标准!无语言沟通障碍%新生儿转入新生

儿重症监护室$

CF?h

&%产妇自愿参加护理干预研究*排出标

准!有精神障碍或神经系统疾病%高危重症孕产妇%发生新生儿

死亡的产妇*观察组产妇平均年龄$

1)&2̀ $&'

&岁#平均孕周

为平均$

'/&'̀ $&%

&周%对照组平均年龄$

1-&0̀ $&0

&岁#平均

孕周为$

'/&1̀ $&$

&*两组产妇在年龄)孕周及文化程度等方

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两组产妇均给与产后护理常规)责任制整体护理*

观察组产妇增加心理干预)信息支持及乳房护理等干预措施*

具体方法如下*

?&@&?

!

心理支持
!

母婴分离后及时将产妇转入单间病房或非

母婴同室病房#利用
B4'

)电视等多媒体播放轻音乐减少不良

刺激*安排高年资沟通能力强的护士为母婴分离产妇的责任

护士*评估关注产妇情绪#针对性的给予心理疏导*责任护士

增加巡视次数*充分发挥家庭支持作用#鼓励丈夫及家人安抚

产妇#及时疏导产妇焦虑)抑郁情绪*

?&@&@

!

信息反馈
!

责任护士会及时向产妇反馈新生儿的治疗

情况及治疗效果等#同时也给产妇讲解婴儿疾病相关知识#减

少产妇紧张)恐惧感*行动不便的产妇责任护士会每天传
$

张

患儿的照片给产妇及家属#行动方便的产妇可到新生儿科给孩

子哺乳#乳汁充足的产妇可在责任护士指导下挤奶送到新生

儿科*

?&@&A

!

乳房护理
!

产后第
$

天开始按摩热敷等方法挤压乳

汁#每天不少于
/

次#每次
$2

%

1%<#,

#将挤出的乳汁收集到消

毒容器内#放置冰箱内冷藏保存#及时送往
CF?h

*同时指导

产妇乳房按摩护理的方法#注意不用乙醇之类擦洗#以免引起

皮肤干燥皲裂影响哺乳'

'.0

(

*

?&@&B

!

健康指导
!

针对母婴分离产妇的特殊需求#责任护士

应注意观察产妇的心理状态#加强健康指导及宣教#对情绪较

好的产妇#给予新生儿护理和母乳喂养方面的知识指导#用示

教模型教会产妇新生儿沐浴)脐部处理)母乳喂养姿势等技能*

责任护士对产妇给予及时的产后保健指导#关注产妇的睡眠#

协助产妇早期活动#指导合理膳食等*保证产妇在出院前对产

褥期知识有一定了解*

?&@&E

!

观察指标
!

统计比较两组产妇满意度)抑郁与焦虑分

值及母乳喂养成功率各项指标*包括
1

部分!$

$

&采用焦虑自

评量表$

575

&和抑郁自评量表$

5W5

&评估产妇的焦虑抑郁情

况#按照中国常模结果#

575

(

2%

表明产妇存在焦虑症状%

5W5

(

2'

分表明产妇存在抑郁症状%得分越高症状越严重'

2

(

*

两组产妇分别在母婴分离后
1

)

-!

接受测评#在征得同意后由

调查者发放自评量表#由调查者给予产妇统一的指导语#并请

他们根据最近实际情况自行独立填写*发放
$)%

份#收回
$)%

份#有效率为
$%%Y

*$

1

&产后
'%!

对两组产妇进行电话问卷

调查#内容包括!对护理服务是否满意%是否熟练掌握婴儿护理

知识%是否纯母乳喂养等*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455$-&%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B 7̀

表示#进行
3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进行
!

1检

验*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5W5

与
575

评分比较
!

观察组产妇在实施护理干预后

5W5

和
575

评分在母婴分离后第
-

天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2

&#见表
$

#

1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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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产妇
575

评分比较%

B 7̀

&分(

组别
(

母婴分离后第
1

天 母婴分离后第
-

天

观察组
/% 0-&1̀ 0&1 '-&1̀ '&-

对照组
/% 0/&2̀ 0&$ 0)&1̀ '&-

3 X$&(-% X$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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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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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产妇
5W5

评分比较%

B 7̀

&分(

组别
(

母婴分离后第
1

天 母婴分离后第
-

天

观察组
/% 20&1̀ '&) 02&1̀ 0&2

对照组
/% 2'&'̀ 0&1 21&'̀ 2&0

3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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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卷调查结果比较
!

产后
'%!

问卷调查两组产妇护理

服务满意度及纯母乳喂养情况#对照组产妇有
'

名产妇失访#

观察组
/%

名产妇均完成电话回访*观察组产妇护理服务满意

度及纯母乳喂养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产妇问卷调查结果比较"

(

%

Y

(#

组别
(

满意度 纯母乳喂养

观察组
/% -'

$

($

&

-%

$

/-

&

对照组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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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讨
!!

论

A&?

!

实施护理干预缓解了产妇抑郁)焦虑程度#提高了满意度

!

随着生物
X

心理
X

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母婴分离产妇得到

了医务人员更多的关注'

).-

(

*将母婴分离产妇转入单间病房或

非母婴同室病房#以免同室新生儿的哭声或哺乳的声音刺激

产妇#减少了不良刺激*安排高年资沟通能力强的护士为母

婴分离产妇的责任护士#及时沟通新生儿患病原因及母婴分离

治疗的必要性*责任护士增加巡视次数等措施对产妇起到了

很大的帮助支持作用#提高了护理服务满意度*

A&@

!

及时的信息反馈和健康指导缓解了产妇抑郁)焦虑程度

!

目前国外报道产后抑郁的患病率为
'&2Y

%

''Y

#国内报道

为
2&02Y

%

$-Y

#而母婴分离是产后抑郁发生的显著影响因

素'

/.(

(

*对母婴分离产妇早期给予心理疏导及健康教育#定期

反馈新生儿治疗信息#并让家属关心安慰产妇*责任护士在适

当的时间通过
B4'

)电视等多媒体播放产妇喜欢的音乐#大量

研究表明#优美的音乐能提高大脑皮层的兴奋性#改善人们紧

张)焦虑情绪#提高应激能力*有效缓解了产妇焦虑抑郁情绪*

用示教模型教会产妇新生儿沐浴)脐部处理)母乳喂养姿势等

技能#使其快速进入母亲的角色*促进产妇产后心理和身体的

恢复*本研究中的观察组给予以上护理干预措施后#显著降低

了母婴分离产妇的抑郁)焦虑程度#

5W5

和
575

评分在母婴分

离后第
-

天明显下降#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A&A

!

重视乳房护理提高了母乳喂养成功率
!

乳汁的产生是受

缩宫素和催乳素反射的影响'

$%.$$

(

*母婴分离产妇情绪焦虑紧

张#加之乳房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吸吮#严重影响乳汁分

泌'

$1.$'

(

*责任护士重视对乳房护理的指导#定时按摩挤压乳

房保持泌乳#并让产妇到新生儿科哺乳#传授新生儿护理和母

乳喂养方面的知识*通过比较发现观察组产妇乳汁分泌良好#

没有发生乳房淤积肿胀现象#对婴儿康复更有信心#母乳喂养

率成功率更高*

另外#此次研究不足的是纳入研究的新生儿病情不同#住

院时间长短不一#导致产妇产生不同的身心感受*我们为了在

住院期间完成量表发放#使两次量表发放间隔时间较近#可能

对产妇的焦虑抑郁情绪评估有些影响%但总体来看#干预措施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对母婴分离的产妇进行有效的护理干预可显著

缓解其紧张焦虑的情绪#提高母乳喂养成功率及护理服务满意

度#有利于产妇身心健康*此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

$

( 樊雪梅
&

对母婴分离产妇实施人文护理的效果分析'

d

(

&

上海预防医学#

1%$'

#

12

$

'

&!

$0$&

'

1

( 徐光红
&

对母婴分离的产妇进行护理干预的效果观察

'

d

(

&

当代医药论丛#

1%$0

#

$1

$

$2

&!

)-&

'

'

( 张红茹#张洁#刘志杰#等
&

母婴分离产妇应对方式与乳汁

分泌量的相关性研究'

d

(

&

护理研究#

1%$$

#

$

$

12

&!

$'-.

$'/&

'

0

( 白静
&

母婴分离产妇护理的临床研究进展'

d

(

&

中国保健

营养#

1%$0

$

$

&!

$%&

'

2

( 王红梅
&

护理干预对降低母婴分离产妇产后焦虑抑郁的

效果评价'

d

(

&

中国实用医药#

1%$'

#

/

$

$%

&!

$((&

'

)

( 季庆华
&

母婴分离的高危妊娠产妇心理问题分析及护理

干预对策'

d

(

&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1%$1

#

1/

$

$-

&!

2-.2/&

'

-

( 曹燕霞#高文#郑莹#等
&

母娶分离对商危孕产妇心理状态

的影响及护理'

d

(

&

中国妇幼保健#

1%%-

#

11

$

2

&!

$-(.$/%&

'

/

( 吴丽萍#何中#王立新#等
&

信息支持对减轻母婴分离产妇

产后抑郁的研究'

d

(

&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1%%-

#

1'

$

$:

&!

).

/&

'

(

( 梁文丽#林细吟
&

母婴分离初产妇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

相关性研究'

d

(

&

中国妊幼卫生杂志#

1%$$

#

1

$

$

&!

1$.10&

'

$%

(白萍#罗宏#杨晓燕#等
&

心理护理干预对母婴分离产妇母

亲角色重塑的影响'

d

(

&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上旬刊#

1%%)

#

11

$

$$

&!

-1.-'&

'

$1

(袁军
&

母婴同室产妇产后健康教育干预效果评价'

d

(

&

重

庆医学#

1%%)

#

'2

$

$(

&!

$/$'.$/$0&

'

$1

(喻其林#李力#蒋红梅
&$001

例产妇母乳喂养的临床研究

'

d

(

&

重庆医学#

1%%/

#

'-

$

$'

&!

$0)-.$0)/&

'

$'

(罗琳雪#韦桂源#方文珠#等
&

超早期乳房护理干预对母婴

分离产妇泌乳影响的研究'

d

(

&

重庆医学#

1%$1

#

0$

$

'0

&!

'2((.')%%&

$收稿日期!

1%$0.$$.$%

!

修回日期!

1%$2.%1.$/

&&&&&&&&&&&&&&&&&&&&&&&&&&&&&&&&&&&&&&&&&&&&&&&&&

&
&
&
&
&
&
&

&&&&&&&&&&&&&&&&&&&&&&&&&&&&&&&&&&&&&&&&&&&&&&&&&&
&
&
&
&
&
&

'

''

'

&

误
!!

差

误差指测量值与真值之差#也指样本指标与总体指标之差*包括系统误差)随机测量误差和抽样误差*系统误差指数

据收集和测量过程中由于仪器不准确)标准不规范等原因#造成观察$检测&结果呈倾向性的偏大或偏小#是可避免或可通过

研究设计解决的*随机测量误差指由于一些非人为的偶然因素使观察$检测&结果或大或小#是不可避免的*抽样误差指由

于抽样原因造成样本指标与总体指标的差异#是不可避免但可减少的*

21-1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