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

"!

(

)研究还发现高糖环境下#

)ad5!

可损害神经纤维内膜

血供*

W@

e

5̀

e

+72

酶活性#引起肌醇代谢紊乱#降低运动神经

传导速度#导致周围神经病变)动物试验证实糖尿病大鼠痛觉

过敏与
)ad5!

蛋白表达和
23,!

合成增加呈正相关#

)ad5!

抑制剂和
,2"

型
23

受体阻断剂均能缓解其疼痛过敏'

".

(

)血

糖波动剧烈时
R315"

分泌增加#可加剧炎性反应及氧化应激)

同时研究还发现
Q+3,

%

-#%GG8C

"

U

#血
W31

水平下降#表

明高血糖波动导致
W31

降低#神经细胞损伤修复能力受损)

故糖尿病患者存在神经损害因素及神经修复因素的双重功能

障碍#因此容易发生周围神经病毒)

综上所述#血糖波动为
P2W

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导致机体

炎性因子过度激活#加重神经损害#临床应予以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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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专人全程陪伴分娩护理模式对产妇分娩方式和产程时间的影响

刘晓妮

"陕西省商洛市中心医院产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总结分析专人全程陪伴分娩护理模式对产妇分娩方式和产程时间的影响%方法
!

随机选取本院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

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

例专人全程陪伴分娩护理模式的产妇为试验组!

$%

例接受常规分娩护

理模式的产妇为对照组!观察并比较两组的分娩方式和产程时间%结果
!

试验组的分娩方式显著优于对照组!且试验组的第一产

程&第三产程和总产程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试验组的产后出血量"

"-"#'%M!"#!"

$

GU

显著低

于对照组"

"L6#'%M!.#!"

$

GU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专人全程陪伴分娩护理模式有助于改善产妇分娩方式&

缩短产程时间&减少产后出血量!优势显著!可考虑于合理范围内加以推广%

关键词"专人全程陪伴分娩#

!

护理模式#

!

分娩方式#

!

产程时间

!"#

!

$%&'()(

"

*

&+,,-&$)./0(12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6'--

"

!%"$

$

"-5!"6-5%!

!!

随着医疗技术和医学模式的不断进步#护理模式需求也随

之变化#传统的产科分娩护理已逐渐无法满足产科护理需

求'

"5!

(

)专人全程陪伴分娩护理是一种高效*科学的新兴护理

模式#可帮助产妇了解生产全程*稳定生产情绪*增强生产信

心*提高自然分娩比等多重优势'

.5'

(

)因此#本研究随机选取了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本院
"!%

例产妇#并对专

人全程陪伴分娩的护理模式进行了归纳总结#产妇的分娩方式

和产程时间均有显著改善#现整理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本院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

例产妇作为本次的临床研究对象#其中#

$%

例专人

全程陪伴分娩护理模式的产妇为试验组#

$%

例接受常规分娩

护理模式的产妇为对照组)对照组#年龄
!!

!

'%

岁#平均

$

!L#6M-#L

&岁%试验组#年龄
!%

!

.6

岁#平均$

!6#$M-#L

&岁%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

性)纳入标准!$

"

&为本院产科单胎*足月产妇#均无产科并发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L

月第
".

卷第
"-

期
!

U@/Q<I)C9:

!

+K

?

K=>!%"$

!

V8C#".

!

W8#"-



症和妊娠并发症%$

!

&产妇知情后同意纳入研究%$

.

&本院医学

伦理会后获得批准)

$#/

!

方法
!

对照组的
$%

例产妇采用常规分娩护理模式#子宫

开口较大和规律宫缩出现后#产妇被送入待产室#生产全程的

母婴生命体征均由护理人员进行检测#常规处理均由助产士进

行处理%试验组的
$%

例产妇采用专人全程陪伴分娩护理模式#

负责专人均为沟通能力强*助产经验丰富的助产士#主要内容

如下!$

"

&产前护理#负责需完成产妇身心状态评估*分娩知识

讲解*饮食和休息指导#从而保证产妇可均衡摄入各种营养成

分#避免体力的过度消耗%为促进排尿#可鼓励产妇在身体允许

的前提下适度运动%$

!

&第一产程护理#向产妇讲解放松躯体和

呼吸技巧#以减轻第一产程疼痛#增强产妇分娩信心#及时告知

分娩进展以提高产妇配合度%$

.

&第二产程护理#助产士应教导

产妇行合理的屏气用力方式#为产妇及时补充水分*擦汗#给予

产妇安慰和鼓励%$

'

&产后护理#在胎儿娩出后#助产士应鼓励

产妇与新生儿尽早接触*哺乳#指导产妇在身体允许的前提下

及早适度运动*行子宫按摩等措施以促进血液循环和产后

恢复)

$#'

!

临床评价指标'

-

(

!

本次研究中#评价指标主要分为三方

面!$

"

&分娩方式#包括剖宫产*阴道助产*自然分娩%$

!

&产程时

间#即第一*二*三产程和总产程时间%$

.

&产妇的产后出血量)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2OO"L#%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均以百分比$

\

&表示#组间比较选用
!

! 比较%计量

资料以
HM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分娩方式比较
!

试验组的自然分娩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的分娩方式百分

比见表
"

)

表
"

!!

两组的分娩方式比较&

,

$

\

%(

组别
,

剖宫产 阴道助产 自然分娩

试验组
$% '

$

$#$&

&

'

$

$#$&

&

-!

$

L$#$$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两组产程时间的比较
!

试验组的第一产程为$

-#'%M

"#!"

&

A

*第三产程为$

%#$%M%#"%

&

A

和总产程$

$#-.M"#%!

&

A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第一产程$

L#.!M"#.!

&

A

*第三产程

$

%#-6M%#""

&

A

和总产程$

6#%"M"#."

&

A

#且差异均有统计学

差异$

!

$

%#%-

&%试验组和对照组的第二产程时间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的产程时间比较$

HMB

)

A

%

组别
,

第一产程 第二产程 第三产程 总产程

试验组
$% -#'%M"#!" %#-$M%#%" %#$%M%#"% $#-.M"#%!

对照组
$% L#.!M"#.! %#6%M%#%- %#-6M%#"" 6#%"M"#."

!

$

%#%-

$

%#%-

%

%#%-

$

%#%-

/#'

!

产后出血量比较
!

试验组的产后出血量$

"-"#'%M

!"#!"

&

GU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产后出血量$

"L6#'%M!.#!"

&

GU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讨
!!

论

临床研究提示#产妇生理结构和心理状态*胎儿身体状况*

分娩环境和分娩应激反应均会影响产妇的分娩过程'

$

(

)部分

产妇可因缺乏足够的生产知识#而在疼痛*宫缩等正常反应时

出现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导致产程延长*子宫收缩乏力*产

后出血量加大等问题#导致母婴不良结局'

&56

(

)因此#本研究对

专人陪伴分娩护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专人全程陪伴分娩护理模式指的是由专人在生产全程对

产妇进行分娩陪伴护理#可有效确保产程护理的完整性和连续

性#是产妇全方位*高质量护理支持的基本基础之一'

"%5""

(

)此

外#专人全程陪伴分娩护理模式可增加产妇分娩的勇气和信

心*缓解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有助于提高产妇舒适度和分娩

配合度#进而确保产程的顺利进行#提高产妇满意度'

"!5".

(

)本

研究中#相比对照组#试验组的自然分娩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

第一*第三和总产程时间均显著缩短#证明了专人全程陪伴分

娩护理模式对于改善分娩方式和产程时间的重要性)同时#专

人全程陪伴分娩护理并对生产过程中的产妇异常状况进行及

时*科学*有效的临床处理#保存产妇的体力#降低如子宫收缩

乏力和产后大出血等不良事件发生率#确保母婴的安全'

"'5"-

(

)

本研究中#试验组的产后出血量较对照组显著降低#进一步证

明了专人全程陪伴分娩护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综上所述#专人全程陪伴分娩护理模式有助于改善产妇分

娩方式*缩短产程时间*减少产后出血量#优势显著#可考虑于

合理范围内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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