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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症!

L

>KQ

L

M?QJEVA

L

?AKKC>D

"是女性生产之后最常

见的精神障碍#主要是由于产后性激素&社会和心理因素带来

的身体&情绪&心理等一系列的变化所造成的症状$

!

%

'产后抑

郁症主要在产后
*

周内发生#抑郁症状可能会持续整个产褥

期#在产后
-

$

*

个月可自行恢复'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在

!2<

$

-/<

#其预防主要是通过产前针对性的心理疏导$

1

%

'本

研究选取本院
1/!0

年
!

月至
1/!2

年
!

月收治的
#1

例产妇为

研究对象#初步探讨了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对产妇产后

抑郁症的影响与作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1/!0

年
!

月至
1/!2

年
!

月收治的

#1

例产妇为研究对象#其中初产妇
.,

例#经产妇
!0

例#所有

产妇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观察

组
0*

例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年龄
11

$

-*

岁#平均

!

1.+*$-+!

"岁(其中#分娩男婴
10

例#分娩女婴
11

例(对照组

0*

例仅接受基础护理#未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年龄
1-

$

-2

岁#平均!

1*+,$1+#

"岁(其中#分娩男婴
1!

例#分娩女婴
12

例'所有产妇既往均无精神病史#具有较强的认知和沟通能

力#学历均在初中文化程度以上#能配合完成本研究的调查与

随访'两组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两组产妇的临床资料比较!

!"0*

#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

,

!

1

%

年龄!

"$#

#岁"

1.+*$-+! 1*+,$1+# !+1.,1 /+1/02

孕周!

"$#

#周"

-.+,$!+0 -.+2$!+- !+/*2/ /+1,#.

分娩方式!

!

"

!

顺产
1* 1. /+/!1/ /+#!1#

!

剖宫产
1/ !#

产次!

!

"

!

初产
-, 0/ /+/1., /+,*..

!

经产
, *

文化程度!

!

"

!

高中以下
!/ !1 /+!0*, /+./!*

!

大专以上
-* -0

"+#

!

方法

"+#+"

!

护理方法
!

对照组实施基础护理#包括常规的产科检

查&产前基本教育及心理指导&产后基本健康指导等'观察组

则在对照组基础护理的基础上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

!

!

"从孕
1/

周起夫妻双方参加本科室的定期授课#每周
!

次#

帮助孕妇了解有关妊娠&分娩&新生儿护理等知识#增强其孕期

的自我监护能力#并以良好的心态迎接分娩'!

1

"对孕妇的资

料进行收集#全面评估产妇的情况#并建立起良好的护患关系#

做好产前的心理指导'!

-

"在分娩过程中进行导乐陪伴#指导

孕妇深呼吸#保持轻松的心态#并触摸孕妇的腹部#使其腹部及

会阴部的肌肉放松#并对其进行安慰及鼓励#使其转移疼痛的

注意力(按其要求可使用导乐仪器#减轻疼痛(或者用镇痛泵#

进行无痛分娩'!

0

"加强与产妇的产后交流#倾听她们的想法

和感受#将成功的经验与产妇交谈#提高产妇的期望值#同时责

任护士对产妇的身心&家庭支持情况及夫妻关系等进行评估'

并了解产妇的心理状况及家属对产妇和婴儿的关心程度#及时

地进行心理上的疏导#消除家庭成员间对婴儿护理等方面的分

歧#帮助产妇协调好家庭关系'!

2

"加强产后相关知识的健康

教育#加强育婴指导'!

*

"对于情绪不稳定或疑有产后抑郁症

的产妇进行定期的访视#并随时为产妇提供心理方面的咨询'

"+#+#

!

问卷评定方法
!

分别于产前第
!

周&产后第
!

周&产后

第
*

周对两组产妇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1

份#有效

问卷
#1

份#失访率为
/

'爱丁堡产后抑郁症量表!

(=\'

"和焦

虑自评量表!

'&'

"发给产妇后要求产妇在
!R

内填完后交回'

(=\'

表包括
!/

项内容)!

!

"能看到事物有趣的一面(!

1

"欣然

期待未来的一切(!

-

"当事情出错时#自己毫无必要地责备自

己(!

0

"无缘无故感到焦虑和担心(!

2

"无缘无故感到害怕和惊

慌(!

*

"很多事情使自己透不过气(!

.

"很不开心#以至失眠(!

,

"

感到难过和悲伤(!

#

"不开心到哭(!

!/

"想过要伤害自己'

'&'

表包括
1/

项内容)!

!

"觉得比平常容易紧张和着急(!

1

"无缘无

故感到担心害怕(!

-

"容易心烦意乱或感到恐慌(!

0

"觉得可能

将要发疯(!

2

"感到事事都很顺利#不会有倒霉的事情发生(!

*

"

四肢拌动和震颤(!

.

"因头痛&颈痛和背痛而烦恼(!

,

"感到无力

而且容易疲劳(!

#

"感到平静#能安静坐下来(!

!/

"感到心跳很

快(!

!!

"因阵阵的眩晕而不舒服(!

!1

"有阵阵要晕倒的感觉(

!

!-

"呼吸时进气和出气都不费力(!

!0

"手指和脚趾感到麻木和

刺激(!

!2

"因胃痛和消化不良而苦恼(!

!*

"必须频繁排尿(!

!.

"

手总是温暖而干燥(!

!,

"觉得脸发烧发红(!

!#

"容易入睡#晚上

休息很好(!

1/

"做噩梦'

"+#+!

!

抑郁评定标准$

-

%

!

采用
(=\'

和
'&'

量表进行评定'

根据症状的严重度#

(=\'

问卷每项内容分
0

级评分#分别为

/

&

!

&

1

&

-

分#满分为
-/

分#当总分小于或等于
2

分时为无抑

郁(

*

$

#

分为轻度抑郁(

%

!/

分时为中重度抑郁'

'&'

每项内

容亦分为
0

级评分#分别为
!

&

1

&

-

&

0

分#满分为
,/

分#当总得

分为
2/

$

2#

分为轻度焦虑#

*/

$

*#

分为中度焦虑#

./

分及以

上为重度焦虑'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以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

以例数与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1 检验(以
%

#

/+/2

为差

/-/2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2

卷第
-2

期



表
1

!!

两组产前及产后
(=\'

和
'&'

评分比较!

!"0*

"

"$#

"分#

组别
(=\'

评分

产前
!

周 产后
!

周 产后
*

周

'&'

评分

产前
!

周 产后
!

周 产后
*

周

观察组
#+.$1+0 ,+2$!+, *+#$/+# -1+0$-+# -0+!$0+! -0+,$-+,

对照组
#+*$1+- #+1$1+! !1+!$1+, -1+.$0+! -2+,$0+1 -#+*$0+.

$ /+1/0/ !+.!*2 !!+##!2 /+-2#* !+#*00 2+-,*0

% /+,-,, /+/,#2 /+//// /+.1// /+/21* /+////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产前及产后
(=\'

和
'&'

评分比较
!

两组产妇在

产前
!

周和产后
!

周的
(=\'

及
'&'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

$

/+/2

"(产后
*

周时#观察组
(=\'

和
'&'

评分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1

'

#+#

!

两组产后
*

周时抑郁症发生率比较
!

产后
*

周时#观察

组抑郁症发生率为
,+.<

!

0

,

0*

"#对照组为
1,+-<

!

!-

,

0*

"#观

察组抑郁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

0+/0#1

#

%"/+/001

"'

#+!

!

两组中产后抑郁症患者的恢复情况比较
!

对两组产妇进

行
!

年的随访#观察组
0

例产后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在产后

-

个月内
-

例全部恢复#对照组中
!-

例产后抑郁症患者中仅
!

例在产后
-

个月内全部恢复(观察组中有
!

例产后抑郁症患者

在
-

$

*

个月内恢复#对照组中有
#

例产后抑郁症产妇产后
-

$

*

个月内恢复#对照组中余下
-

例患者在产后
*

个月至
!

年时

间内恢复#两组产后抑郁症患者的恢复时间分布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

!!

两组中产后抑郁症患者的恢复时间比较&

!

!

<

#'

组别
!

#

-

个月
-

$#

*

个月
*

个月至
!

年

观察组
0 -

!

.2+/

"

!

!

12+/

"

/

对照组
!- !

!

.+.

"

#

!

*#+1

"

-

!

1-+!

"

!

!

讨
!!

论

!!

产后抑郁症患者在产后
0

$

*

周临床表现尤为明显#主要

为产妇的兴趣下降&情绪低落&心情压抑&对生活没有信心或激

情&对亲人或婴儿失去了感情$

0

%

'产后抑郁症的发生原因主要

为产后部分产妇充满压力#导致情绪低落而出现产后心绪不

良'而产后针对产妇采用的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主要是通过

产前对产妇的心理疏导#产后与产妇进行心灵的沟通#建立起

和谐的护患关系#并即时排除产妇的心理问题及产妇与家庭内

的问题#对减少或避免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有重要的

作用$

2

%

'

(=\'

是用于对产妇产后抑郁症进行初步筛查的自评表#

于
!#,.

年编制$

*

%

(而本研究采用的
(=\'

为汉化修订的抑郁

量表#且修订后的
(=\'

信度为
/+.*

#效度为
/+#---

#当总分

小于或等于
2

分时为无抑郁#总分
*

$

#

分为轻度抑郁#总分大

于或等于
!/

分为中重度抑郁#该量表简单易懂#操作方便#具

有良好的临床使用性能$

.

%

'而
'&'

是用于测量焦虑状态轻重

程度及心理变化的量表#在对产后抑郁症的评测中能辅助
(=5

\'

对产妇是否出现产后抑郁症做出更精确的预测$

,

%

#总得分

2/

$

2#

分为轻度焦虑#

*/

$

*#

分为中度焦虑#

./

分及以上则

为重度焦虑$

#

%

'本研究在产前
!

周&产后
!

周&产后
*

周对所

有产妇进行
(=\'

问卷调查#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的观察组产

妇得分明显下降#提示产妇没有抑郁倾向的表现#而实施基础

护理的对照组产妇
(=\'

得分有上升趋势#提示产妇有抑郁倾

向的表现'在
'&'

问卷调查中了解到#所有产妇产前
!

周的

评分均正常#在产后
!

周的调查中观察组产妇评分略优于对照

组#在产后
*

周的调查中观察组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在产后

*

周由本院精神科医生的诊断下观察组仅有
0

例产妇确诊为

产后抑郁症#对照组有
!-

例产妇确诊为产后抑郁症#表明针对

性的护理干预能有效防止产妇产后抑郁倾向#预防产后抑郁症

的发生'

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产妇产后抑郁症可能导致产妇产生

情感淡漠&心情压抑&泌乳量减少&创造性思维受损等并发症#

对母婴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产妇产后抑郁症的阳性率

为
*<

$

-/<

#在国内部分地区则高达
0/<

$

!/5!!

%

'本研究通过

对产妇产后
*

周的随访调查了解到#接受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

的产妇产后抑郁症发生率为
,+.<

#而未接受针对性护理干预

措施的对照组产妇产后抑郁症发生率为
1,+-<

#表明护理干

预措施能有效降低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这可能与针对性

护理干预措施中对产妇心理&生理&家庭等各方面的干预密切

相关$

!1

%

'本研究在对产后抑郁症产妇
!

年的随访调查记录中

发现#接受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的产后抑郁症产妇在恢复时间

上较未接受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的对照组孕妇快#表明针对性

护理干预措施能有效促进产后抑郁症患者的恢复'

综上所述#产后抑郁症的病因主要是产妇产后情绪波动&

内分泌变化&自身性格等#对产妇做好产后的心理疏导#并及时

解决产妇家庭关系问题尤为重要'而针对性的护理干预通过

贯彻产妇的心理&性格&家庭等方面#全方位地对产妇产前和产

后进行细心的护理#可有效减少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改善

产妇的不良情绪#并且还能促进产妇抑郁症状的恢复'因此#

临床中对产妇应积极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有效维护孕

产妇的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

!

% 刘萍花#肖亚
+

产后抑郁影响因素及护理策略分析$

X

%

+

中

国妇幼保健#

1/!0

#

1#

!

--

")

20/1520/-+

$

1

%

I>

T

MB\

#

=M?Z)8

#

9@HCAKR'+=>KQ

L

M?QJEVA

L

?AKKC>DM5

E>D

U

&KCMD;DVCMDE>QRA?K

$

X

%

+97H&EX9MQA?D7RCBV

HJ?K

#

1/!2

#

0/

!

0

")

12*51*!+

$

-

% 郭秀静
+

爱丁堡产后抑郁症量表在成都地区产妇中应用

的效能研究$

X

%

+

四川大学#

1//.

#

12

!

!

")

05*+

$

0

% 任菲菲#刘沫#王阳
+

对产后抑郁症患者进行按摩护理的

效果评价$

X

%

+

中国妇幼保健#

1/!-

#

1,

!

!.

")

1*#151*#0+

$

2

% 冯琼#蔡茵#周义文#等
+

分段心理干预对产后抑郁的影响

$

X

%

+

中国妇幼保健#

1/!1

#

1.

!

2

")

*.*5*.,+

$

*

%

FAA=X

#

FCMGXX

#

7RAD79+7>D@A

L

QMDMB

T

KCK>S

L

>KQ

L

M?5

QJEVA

L

?AKKC>D

$

X

%

+]JFChMhRC

#

1/!2

#

*1

!

-

")

**5.!+

$

.

% 王光丽#吴小妹#阙小妙
+

全程人性化服务对孕期及产后

抑郁的影响$

X

%

+

中国妇幼保健#

1/!1

#

1.

!

*

")

,-/5,-1+

!-/2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2

卷第
-2

期



$

,

% 谭红彤#刘丹#陈敏枝#等
+

产后
*

周妇女产后抑郁症现状

调查分析$

X

%

+

中国妇幼保健#

1/!1

#

1.

!

!,

")

1,!151,!0+

$

#

%

7RJSS>'CAGA?Q:

#

7BCDA9

#

'A

U

?AF'+;E

L

BAEADQMQC>D>S

MDCDD>WMQCWADJ?KA5VABCWA?AVVA

L

?AKKC>DCDQA?WADQC>DS>?

E>QRA?K>SH;7gCDSMDQK

$

X

%

+&VWHA>DMQMB7M?A

#

1/!2

#

!2

!

1

")

!/05!!!+

$

!/

%侯永梅#胡佩诚#张咏梅#等
+

认知行为治疗联合系统性家

庭治疗改善轻中度产后抑郁$

X

%

+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1

#

1*

!

!/

")

.0!5.0.+

$

!!

%王素芹
+

护理干预对预防产后抑郁症的影响$

X

%

+

现代预

防医学#

1/!!

#

-,

!

,

")

!0-#

#

!000+

$

!1

%

I>>VEMDX]

#

=?M

U

A?X

#

I>BVKQACD:

#

AQMB+=A?CDMQMBV

T

MV5

C@

L

K

T

@R>QRA?M

LT

S>?

L

>KQ

L

M?QJEVA

L

?AKKC>D

)

M?MDV>ECPAV

@>DQ?>BBAV

L

CB>QQ?CMB

$

X

%

+&?@R _>EADK 9ADQ ]AMBQR

#

1/!2

#

!,

!

-

")

0#-52/*+

!收稿日期)

1/!*5/251*

!

修回日期)

1/!*5/,5!0

"

%临床护理%

!!

V>C

)

!/+-#*#

,

a

+CKKD+!*.!5,-0,+1/!*+-2+/02

人性化护理在小儿麻醉诱导中的探讨&

钟
!

雅!符明君!覃颖鲜!郑碧汝

"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手术室
!

2.!!//

$

!!

&中图分类号'

!

:0.-+.1

&文献标识码'

!

7

&文章编号'

!

!*.!5,-0,

"

1/!*

$

-252/-15/1

!!

小儿临床麻醉是涉及人性和医学两个方面的重要课题#而

随着现代医疗体制的不断完善#逐渐开始重视小儿临床麻醉的

人性化干预#旨在为患儿提供更为人性化&舒适化的护理服务'

在现代儿科临床护理领域#人性化护理理念及模式逐渐成熟#

并广泛应用于儿科临床护理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人

性化护理在小儿临床麻醉中的应用较为有限$

!

%

'为进一步探

讨人性化护理在小儿临床麻醉的应用效果#本研究选择
1/!0

年
0

月至
1/!*

年
-

月在本院实施麻醉诱导的
,1

例患儿作为

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人性化护理改善麻醉诱导配合度&患儿

情绪等方面的临床效果#旨在为小儿麻醉诱导护理提供一些启

示#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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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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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择
1/!0

年
0

月至
1/!*

年
-

月在本院实施

麻醉诱导的
,1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各
0!

例'两组患儿均为
2

岁以下儿童#术前检查均符合手

术指征#在本院择期手术治疗'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至
2

岁#平均!

1+.2$1+1#

"岁(体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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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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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式)斜颈矫正术
1

例#小儿斜疝修补术
1.

例#睾丸固定术
.

例#其他
2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0

例#年

龄
,

个月至
2

岁#平均!

1+.2$1+1#

"岁(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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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0#

"

Z

U

(术式)斜颈矫正术
1

例#小儿斜疝修补术

1,

例#睾丸固定术
*

例#其他
2

例'两组患儿家属均自愿参与

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次研究均经院护理部&医务科

批准'受试患儿中已排除凝血功能障碍&智力发育异常&合并

神经系统疾病等'两组患儿在年龄&体质量等一般资料方面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患儿常规行麻醉诱导护理)术前常规访视

及准备#告知患儿家长手术流程及注意事项#获得家属的同意

及配合(术前护理人员接患儿到诱导室及手术室#稳定患儿情

绪后行麻醉诱导'观察组患儿麻醉诱导期间应用人性化小儿

麻醉诱导护理模式#具体如下'

"+#+"

!

术前访视
!

术前
!V

#手术室巡回护士与麻醉师一同

进入病房进行术前访视#以亲切的态度与患儿及家长交流(告

知患儿家属手术流程&麻醉诱导期间需要配合的主要事项#告

知患儿家属其将陪同患儿进入手术室进行麻醉诱导#注意控制

自己情绪#配合医护人员操作#不要流露出紧张&恐惧情绪影响

患儿情绪'

"+#+#

!

麻醉诱导前准备
!

在麻醉诱导室准备各种卡通图册#

儿童喜爱的图形#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室内增加音频播放设

备#方便播放儿童喜欢的音乐'患儿进入诱导室前
-/ECD

#调

整室温及湿度#使患儿感觉温暖舒适'麻醉诱导室应准备好急

救物品及器械#另外根据患儿手术需求准备好移送设备'

"+#+!

!

术前模拟演练
!

手术当日#巡回护士带领患儿及家属

一同来到诱导室#模拟演练麻醉诱导程序#熟悉诱导室环境'

护理人员帮助家属穿戴好防护设备#然后让家属带领患儿来到

诱导室内#介绍麻醉诱导流程&家属配合方法及退出时间等'

家属带领患儿在诱导室内玩耍&互动熟悉环境#护理人员引导

家属拿起面罩放在口鼻处#然后逗乐患儿#再将面罩放在患儿

口鼻处#让患儿觉得游戏好玩#不再排斥面罩$

1

%

'巡回护士也

要以热情的态度主动与患儿做游戏#消除患儿的陌生感#为正

式麻醉诱导做好准备'

"+#+$

!

麻醉诱导期间
!

患儿及家属一同进入麻醉诱导室#护

理人员及家属一同与患儿做游戏#但不可奔跑&跳跃#让患儿感

觉较为自在'巡回护士引导家属通过微笑&看图画&听音乐&说

话等方式吸引患儿注意力#待分散患儿注意力后建立静脉通

路#开始实施麻醉诱导'对于认知能力较强的患儿#尽量通过

赞美患儿&奖励&鼓励等方式获得患儿的支持#然后护理人员可

迅速&娴熟地完成静脉穿刺#尽可能避免多次穿刺引发患儿的

躁动情绪'患儿可在母亲怀抱里进行麻醉诱导#达到浅麻醉后

立即引导家属离开#避免增加感染等风险'需要移送患儿时#

注意保护好各类导管及输液管等#巡回护士两人以上配合麻醉

师将患儿移送至手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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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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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配合程度评估
!

采用生活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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