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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是新生儿最理想的天然食物!

L0\

及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倡导!婴儿出生后
+

个月内纯母乳喂养为最佳的喂养方

式$

&

%

#然而由于受术后疼痛"麻醉药物使用等因素影响!剖宫

产产妇术后大多哺乳延迟"乳量减少!从而给剖宫产产妇纯母

乳喂养带来一定困难$

.

%

#有效的健康教育是促进母乳喂养的

关键措施!但目前国内所采用的健康教育模式仍无法满足临床

需求#同伴教育是指具有相同年龄"生活背景"经历"文化或由

于某种原因使之具有共同语言的人聚在一起分享信息"观念及

技能的一种教育模式$

%

%

#同伴教育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其持

续提供灵活服务的优点极大弥补了医疗机构在健康教育中的

不足$

7

%

#但同伴教育在剖宫产产妇母乳喂养中的应用研究尚

未见报道#本研究创新性采用同伴教育模式对剖宫产产妇进

行健康教育!在促进纯母乳喂养方面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7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科行

剖宫产术的产妇共
.--

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具有一

定认知和理解能力*&

.

'初产妇且无母乳喂养经验者*&

%

'单胎

妊娠#排除标准(&

&

'母乳喂养禁忌证者*&

.

'乳头及乳房发育

缺陷者*&

%

'新生儿身体情况异常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入组

产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d&--

&

对象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

.

)

4 !

母亲 年龄&

Ob?

!年'

.,'+b7'(.)'7b%',-'.&(-'))%

学历

初中及以下
&7 &+ -'(+(-',(7

高中
&, .-

大专及以上
+/ +7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

%--- .- .. -'+&--',%,

%---

!

(--- 7) (&

!

(--- %. .,

新生儿
4

HM

;<

评分&

Ob?

!分'

/'+b-'7 /',b-'% -'-(/-'/)&

出生体质量&

Ob?

!

^

M

'

%'%b-'+ %'7b-'7 -'.7--')..

='>

$

方法

='>'=

$

对照组
$

患者给予常规延续护理!包括出院指导"发放

健康教育手册"电话随访等#连续干预
+

个月#

='>'>

$

观察组
$

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同伴教育!连续干预
+

个月!具体方法如下!&

&

'筛选同伴教育者(以自荐或推荐的方

式选取同伴教育者!同伴教育者应已婚已育"为人热情"时间充

裕"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及组织能力"自愿充当同伴教育者!且

可通过中国身心健康量表&

5UZ0Z

'评估#本研究共入选
&-

名同伴教育者!其中
)

名为全职母亲!

.

名为自由职业者!且产

后时间均为
.

年之内#&

.

'同伴教育者培训(由本研究小组成

员对同伴教育者进行系统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同伴教育的目的

及意义"母乳喂养相关知识"挤奶的技巧"饮食指导及沟通技巧

等!通过培训考核者方可正式成为同伴教育者#&

%

'组员分组(

将组内组员分为
&-

组!每组
&-

名!每名同伴教育者担任一组

组长!并由其添加组员微信!并建立名为+妈妈帮,的微信交流

群#&

7

'健康教育(本研究小组成员每周末统一向各小组长推

送
7

!

+

条与母乳喂养相关的信息链接!形式包括文字"图片"

语音及视频等等!由各小组组长根据本小组情况自行选择
&

!

.

条链接推送至本小组微信群并组织小组成员共同学习!小组

成员根据自身阅读情况回复+完全理解,或+不理解,!对于不理

解的内容!由小组组长组织小组成员共同开展组内讨论#&

(

'

日常交流(由组长带动并鼓励小组成员在微信群内以图片"小

视频"文字等形式分享母乳喂养心得!推广有效的经验*组长在

交流过程中持续传递母乳喂养正能量!引导产妇培养积极的喂

养态度#

='>'?

$

观察指标
$

&

&

'母乳喂养知识调查问卷(采用自行设计

的母乳喂养知识调查问卷对受试者母乳喂养知识和技巧掌握

能力进行评估!量表包括
.-

个条目!采用
-

!

(

级评分制!总分

为
&--

分!分数越高则代表母乳喂养知识和技巧掌握能力越

强#&

.

'母乳喂养情况(统计产妇出院时"产后
&

"

.

"

%

及
+

个月

时纯母乳喂养率!纯母乳喂养标准(婴儿至出生之日起除母乳

外不接受任何其他食物#纯母乳喂养率
d

&纯母乳喂养人数)

总人数'

h&--*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UZZ&/'-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
O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4

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百分数

$

%

&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母乳喂养知识调查问卷评分
$

干预前!两组母乳喂养知

识调查问卷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干预后!

两组母乳喂养知识调查问卷评分均较干预前显著提高&

!

#

-'-(

'!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母乳喂养知识调查问卷评分比较%

Ob?

(分&

组别
%

干预前 干预后
4 !

观察组
&-- +('+b/'( /.'7b('( %',+%-'-&7

对照组
&-- +)'.b)'/ )%'%b+'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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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纯母乳喂养情况比较

组别
%

出院时
产后

&

个月

$

%

&

*

'%

产后
.

个月

$

%

&

*

'%

产后
%

个月

$

%

&

*

'%

产后
+

个月

$

%

&

*

'%

纯母乳喂养

持续时间&

Ob?

!

V

'

观察组
&-- )7

&

)7'-

'

,.

&

,.'-

'

++

&

++'-

'

+-

&

+-'-

'

()

&

()'-

'

&,&'.b%7'(

对照组
&-- ,-

&

,-'-

'

(+

&

(+'-

'

7%

&

7%'-

'

%/

&

%/'-

'

%.

&

%.'-

'

&&)'%b.+'/

!

.

)

4 ('(%7 ('((+ &-'+++ )').& &%'+(, %'&,%

! -'-&/ -'-&)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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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乳喂养情况
$

出院时"产后
&

!

+

个月!观察组纯母乳

喂养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观察组纯母乳喂养持续

时间显著长于对照组&

!

#

-'-(

'!见表
%

#

?

$

讨
$$

论

近年来!我国剖宫产率逐年递增!部分基层医院甚至高达

(-*

以上$

(

%

#剖宫产对母乳喂养影响较大!特别是产后早期!

由于术部疼痛"自控镇痛"体位受限"留置导尿及静脉输液等因

素影响!极易使产妇对母乳喂养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失去信

心$

+3,

%

#大量临床研究证实!剖宫产产妇纯母乳喂养成功率显

著低于阴道分娩产妇$

)

%

#如何提高剖宫产产后母乳喂养率是

产科工作者面临的一大挑战#

健康教育在促进母乳喂养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

/

%

#而在

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大背景下!国内多数医疗机构仅能开展传

统的健康教育!即医护人员一过性宣教!产妇被动接受的方式!

成效欠佳#探索更高效"便捷的健康教育模式以促进母乳喂

养!是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产妇母乳喂养知识调查

问卷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提示同伴教育有利于提

高剖宫产产妇母乳喂养知识及技能#由于我国母婴教育起步

较晚!故大多数产妇产后母乳喂养缺乏科学的指导!其哺乳经

验多来自于长辈传授!可能存在诸多谬误$

&-

%

#规范产妇母乳

喂养知识及技能十分必要#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开展同伴教

育!可使产妇足不出户就可获得同伴间交流!且交流形式更为

多样"即时!有利于同伴间及时分享经验"答疑解惑!纠正错误

认知!快速掌握母乳喂养知识及技巧!增强母乳喂养信心*此

外!具有相同经历的同伴教育者可快速获得产妇的信赖!而这

对调动产妇学习的积极性也是十分有利的$

&&3&.

%

#本研究结果

显示!出院时"产后
&

!

+

个月!观察组纯母乳喂养率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

!

#

-'-(

'*且观察组纯母乳喂养持续时间显著长于

对照组&

!

#

-'-(

'#张利娟等$

&%

%研究显示!随着产后时间的延

长母乳喂养率持续降低!无法给予持续督导是影响母乳喂养成

功率的主要因素#成功的"良好的母乳喂养关系的建立需要经

历一些挫折及困难!而期间如得不到正确的指导!产妇喂养信

心将会受挫!并被误导!从而产生放弃母乳喂养的念头#开展

同伴教育!可使同伴间获得全天候即时沟通!可达到相互支持"

相处鼓励的效果!减少产妇母乳喂养的不确定感!具有更好的

持续性和连贯性!从而有效弥补传统健康教育模式的不

足$

&73&(

%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伴教育体系中!护理人员并不直

接参与!而是通过培训同伴教育者间接参与其中#由于同伴教

育者非等同于专业医务工作者!故对护理人员对其进行沟通交

流技巧"疾病基础知识"自我管理及评估实验室检查结果等内

容的培训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在同伴教育者进行干预时!护理

人员为其提供咨询服务也是确保同伴教育者进行正确干预必

不可少的条件#

综上所述!同伴教育可显著提高剖宫产产妇母乳喂养知识

及技巧!促进纯母乳喂养!对传统产后延续性护理起到良好的

辅助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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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慢性肾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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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的患病

率有明显上升趋势$

&

%

!我国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成年

人
58$

患病率高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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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病情进展!

58$

终将发展

为终末期肾脏病&

"Z@$

'!患者终将依赖肾脏替代疗法来维持

生命#由于疾病的治疗和预后不可预测以及缺乏疾病相关知

识等!患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疾病不确定感*在漫长的疾病

治疗过程中!

"Z@$

患者需要照顾者给予长期陪伴照顾!照顾

者与患者共同面对着许多生理"心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

题!因此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疾病不确定感#在患者患病过程

中!疾病不确定感常被认为是一种负性体验!已有研究证明!影

响
"Z@$

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的主要因素有社会支持"职业"

病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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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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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主要照顾者疾病不确定感

对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仍不清楚#本研究试图探讨

"Z@$

患者主要照顾者疾病不确定感对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

的影响!以期为全面了解患者的生理心理状况及制订合理的护

理措施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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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

年
.c)

月在郑州市某家三级甲等医院诊断为
"Z@$

的患者及其主要

照顾者
&).

对!共
%+7

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
.7

!

+(

岁!

平均&

(&'7)b&%',%

'岁*病程
%

!

&)-

个月!平均&

%+',&b

(%'&+

'个月!中位数
&.

个月#主要照顾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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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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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

均&

7)'/%b&-',)

'岁*照顾时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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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平均&

%+'(-b

7-'%/

'个月!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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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患者基本资料见表
&

!主要照顾

者基本资料见表
.

#纳入标准(&

&

'患者符合
8

)

$\[S

$

,

%制订

的
"Z@$

诊断标准*&

.

'患者无精神病病史*&

%

'患者意识清醒

并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

&

'有认知功能障碍的患

者*&

.

'患有严重并发症的患者*&

%

'有听力或语言沟通障碍的

患者#主要照顾者入选标准(&

&

'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

.

'与

患者非雇佣关系且为患者提供照顾活动最多的家庭成员*&

%

'

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

7

'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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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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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调查表
$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患者一般资料

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婚姻"文化程度"病程"居住地"家庭人

均收入"并发症数等*家庭照顾者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

性别"婚姻"与患者关系"照顾时间"健康自评"慢性病数等#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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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基本资料%

%d&).

&

变量
% *

性别 男
(. .)'+

女
&%- ,&'7

婚姻 已婚
&(% )7'&

未婚
./ &('/

信仰 有
&) /'/

无
&+7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 7)'7

初中
(( %-'.

高中或中专
., &7')

大学及以上
&. +'+

职业 工人
&% ,'&

农民
&&, +7'%

干部
. &'&

其他
(- .,'(

居住地 农村
/( (.'.

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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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
,. %/'+

家庭人均收入&元'

#

&--- &&7 +.'+

&---

!#

.--- ., &7')

.---

!#

%--- %% &)'&

&

%--- ) 7'7

医疗费支付方式 省市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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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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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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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疾病不确定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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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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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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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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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自评量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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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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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分别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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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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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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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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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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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基金项目$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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