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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床旁护理对初产妇自我护理能力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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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母婴床旁护理模式对初产妇自我护理能力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

选取该科初产妇
#:4

例!随机分

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初产妇施行传统的母婴同室护理#而观察组初产妇则施行母婴床旁护理!比较两组初产妇的自我护理

能力和护理满意度%结果
!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焦虑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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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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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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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产妇自我护理能力优良率'护

理满意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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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于对照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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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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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通过母婴床旁护理模式能有

效改善产妇的负面心理!提高产妇自我护理能力及护理满意度%

关键词"母婴床旁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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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产妇及新生儿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产科护理工作

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积极探索新的模式已成为产科护理工作的

发展方向*

#

+

'母婴床旁护理模式是产科创新型式的护理模式#

其秉承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突出产妇以及家庭成员的作

用#更好地为产妇及新生儿提供护理服务*

!

+

'本科于
!"#(

年

开始采用母婴床旁护理模式对本科分娩的初产妇及其新生儿

进行干预#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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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在本科进行分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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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初产妇为研究

对象#根据入院日期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纳入标准!年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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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能独立完成本研究调查问卷的初产妇女%单胎#所

分娩新生儿健康%入组前无特大疾病和精神障碍史%自愿参与

及配合医务人员的指导和安排%签定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高龄产妇%合并其他主要脏器功能障碍者%虽为初产妇#但既往

有过妊娠史%配合性差#不愿意听从医务人员的指导和安排%初

产妇伴有精神障碍或沟通障碍者'两组患者基础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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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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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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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对照组给予传统的护理#新生儿的沐浴(抚触等护

理均由医护人员完成#产妇及其家属不参与'对产妇及家属的

教育由医务人员到病房#对病房内所有产妇及家属进行宣讲教

育'试验组给予母婴床旁护理#$

#

&床旁心理干预!采取.一对

一/模式#责任护士每天到产妇床旁进行一次心理交流#时间为

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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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了解初产妇的心理状态及认知水平等#

耐心听取初产妇的诉说#针对患者的不同心理采取合理的护理

方法#采用心理暗示和鼓励等心理治疗手段#逐渐消除产妇存

在的负面情绪'床旁心理护理一直持续至产妇出院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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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旁宣教!同样#采取.一对一/模式#在初产妇入院后即刻

开展宣教服务'首先进行住院环境及医务人员情况介绍%其次

就生产过程所需要准备的物品(胎动测定方法(饮食注意事项

等方面做细致的讲解%第三#在产妇分娩前通过.一对一/模式

床旁宣教让产妇全面认识分娩的过程#尤其是临产征兆以及母

乳喂养的意义%最后#于分娩后对产妇进行产后恢复以及保健(

新生儿护理(母乳喂养等方面的教育#以保证产妇能够对自己

以及新生儿做好有效的护理'$

'

&床旁沐浴!在新生儿出生后

#9

#由医护人员在床旁通过实际操作向产妇及其家属示范新

生儿沐浴的步骤#对于操作过程中涉及的技术要点要反复向产

妇及家属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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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旁抚触!在新生儿沐浴前后或睡觉前

等时段#首先由医护人员在新生儿相对平静和清醒的时候进行

抚触#抚触过程中向产妇及家属讲解抚触步骤和要点#抚触的

意义%其次#让产妇或其家属对新生儿进行抚触护理#医护人员

在旁边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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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旁脐部护理!对新生儿进行脐部护理时#

将护理方法及注意事项向产妇及家属说明#让其亲自动手参与

到初生儿的护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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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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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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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自评量表

$

.2.

&

*

&

+进行评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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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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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自我护理能力
!

采用自行设计的产妇自我护理能

力调查问卷进行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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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下床(洗漱(修饰(如厕(哺

乳(新生儿护理等方面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

&优!阴道分娩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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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可进行哺乳#

&D

内自解小便#分娩当天能下床(洗

漱(修饰(如厕#第
!

天能进行新生儿护理%剖宫产当天哺乳#第

!

天能下床(洗漱(修饰(如厕#第
'

天能进行新生儿护理'哺

乳需自行完成#其他活动可在家属协助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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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阴道分

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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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哺乳#

&D

内自解小便#分娩第
!

天能下床(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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漱(修饰(如厕#第
'

天能进行新生儿护理%剖宫产当天哺乳#第

!

天可在床上自解小便#第
'

天能下床(洗漱(修饰(如厕#能对

新生儿进行部分护理'哺乳及其他活动均在家属协助下完成%

$

'

&差!哺乳困难#不能参与新生儿的护理#自然分娩后
&D

内

不能自解小便#第
'

天才能下床#剖宫产第
'

天仍不能下床#日

常生活完全依靠医务人员或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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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

采用自行设计的满意度调查表#该表有
#!

个

条目#包括!护士服务(技术(健康教育等内容#每个条目有满

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

个选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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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P_=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D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
!

!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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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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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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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结束时

.).

评分和
.2.

评分改变情况#发现观察组在治疗结束时的

.).

评分和
.2.

评分明显较对照组低$

M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理状态变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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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产妇自我护理能力
!

观察组产妇自我护理能力优良

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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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产妇护理满意度比较
!

观察组产妇护理满意度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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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产妇护理满意度比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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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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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对于护理要求也

越来越高#致使临床护理人员的工作内容以及工作方式均在不

断地发生变化#尤其是产科护理#特别是初产妇#因其无生产经

验#对于生育知识掌握较少#而伴随着新生儿的降生#产妇还要

适应母亲的角色#需要有照顾新生儿的能力'而传统的产妇及

新生儿护理方法往往存在局限性甚至错误#对于产妇的恢复以

及新生儿的护理均产生不利影响*

4

+

'因此#创新产科护理模

式#对于提高产妇的自我保健及新生儿护理知识具有重要

意义'

母婴床旁护理模式是产科的一种新型的护理措施#充分体

现了护理干预.以人为本/的特点#该护理方法与传统的以医务

人员为主的护理方法不同#在整个围生期对产妇及其新生儿的

护理措施除医务人员进行操作外#整个过程产妇及家属均参与

其中#并均在产妇床旁进行*

3

+

%整个过程医务人员均在积极动

员产妇及其家属进行新生儿护理#系统地(全面地讲解相关的

护理措施的必要性#现场进行护理操作指导#不但使产妇及其

家属充分掌握了正确的产妇保健知识#还提升了产妇及家属护

理新生儿的能力#促进母婴生活质量的提升#增强产妇及家属

育儿的信心*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干预前#两组患者的焦

虑(抑郁评分均较高表明初产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

而干预后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有不同程度的减轻#与对照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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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有效的护理干

预#能够改善产妇的心理状态#而母婴床旁护理对于产妇心理

的改善效果要优于传统护理'观察组护理后自我护理能力的

优良率及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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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研究

结果一致*

##,#!

+

'说明床旁护理措施对提高产妇自我护理能力

以及护理满意度十分重要'这主要是由于母婴床旁护理模式#

将母婴护理场所移至产妇床边#采取.一对一/的交流模式对产

妇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等护理#为新生儿进行沐浴(抚触及脐部

护理等操作#使产妇及家属真正参与到新生儿护理过程中#掌

握新生儿护理技能#规范护理操作方法%同时床旁护理措施也

增加了医务人员(产妇及新生儿之间的交流#使新生儿能够得

到更加安全舒适的护理'充分体现了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

综上所述#通过母婴床旁护理模式能有效改善产妇的负面

心理#提高产妇自我护理能力及护理满意度#对新生儿的护理

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本研究主要集中于院内护理干预#并未在

产妇出院后进行后续相关护理干预#为使干预效能扩大(延伸#

所以#未来还需要把护理模式延续到出院后#以加强对产妇的

指导和关爱#更好地提高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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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护理对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术后康复中的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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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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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快速康复护理的应用对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7/

$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方法
!

选取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患

者
#!!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日期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观察组依照快速康复外科理念进行护

理!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康复效果%结果
!

观察组下床活动时间'肛门首次排气时间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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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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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在治

疗结束时的焦虑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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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和抑郁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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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明显较对照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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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术后疼痛程度及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M

%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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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护理应用

于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围术期护理中!能够加速患者的康复速度!改善患者不良情绪!减轻疼痛!降低并发症%

关键词"快速康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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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7/

&是胆道外科常用的手术#

7/

具有

创伤小(出血少(术后恢复快等优点*

#

+

#现今被临床广泛用于胆

石症的治疗#但随着应用的广泛#临床学者发现#

7/

仍会对患

者产生损伤#如恶心(食欲下降(腹胀等#加上患者对疾病的自

护能力相对较差#因此对患者术后恢复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

+

'

快速康复外科$

M0.

&是通过应用各种已被证实有效的方法减

少手术应激反应(促进术后康复的目的#因此腹腔镜外科技术

结合
M0.

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当今外科手术的发展方向之

一*

'

+

'本研究对
7/

患者应用
M0.

对其实施护理#取得了满意

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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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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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研究对象来自
!"#(

年
#\#!

月在本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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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患者
#!!

例#按照入院日期分为观察组$

!"#(

年
#\&

月&与对照组$

!"#(

年
:\#!

月&#各
&#

例'纳入标准!年龄
$

#4

岁%计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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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者%能独立完成本研究调查问卷#依

从性好%无腹腔感染%入组前无特大疾病和精神障碍史%自愿参

及配合医务人员的指导和安排'排除标准!恶性胆囊性疾病%

合并其他主要脏器功能障碍者%妊娠期妇女%配合性差#不愿意

听从医务人员的指导和安排%入组前
!

周内应用过影响胃肠动

力的药物%合并有肝炎(黄疸以及免疫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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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禁忌

者'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

者均签定知情同意书'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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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研究对象基线资料比较

项目 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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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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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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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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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方法
!

两组患者均采用
7/

手术治疗#手术均由

同一组医师完成#均采用气管插管静脉复合麻醉'对照组患者

给予常规护理#包括术前指导(术前检查(手术配合以及健康指

导等'观察组患者应用
M0.

理念实施护理干预#具体方法如

下!$

#

&术前护理'

)

健康指导及心理护理!术前由护士到患者

床前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向患者介绍疾病的相关知识#手术

方法#麻醉配合以及术前术后注意事项等*

%

+

%并在指导的过程

中通过与患者的交谈#掌握患者的情绪变化#通过安慰(鼓励等

方法#减轻患者的负面情绪#提高治疗信心*

(

+

'

*

手术准备!手

术前
!9

#禁食产气类的食品#术前
&D

禁饮水#视患者情况置

入胃管'手术前
#9

#护士对患者进行备皮#剃掉汗毛#采用

:(;

的乙醇清洁手术部位皮肤#如患者状态良好可安排其洗

澡#清洁皮肤%并用肥皂水浸脐孔
(IF=

后用棉签操干*

&

+

%同时

示范术中体位(呼吸方法以及手术配合方法等'术前排空膀

胱#视患者情况是否置入导尿管'$

!

&术中护理'手术室温度

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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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手术过程中注意患者保暖#可采取输入温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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