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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对高危妊娠产妇育儿胜任感的影响

钟红英!韩春娟#

陕西省铜川市人民医院妇产科!陕西铜川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对高危妊娠产妇育儿胜任感的影响$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T

年
;

月的高危妊娠产妇
T<

例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收集患者的相关资料!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

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给予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措施!比较两组高危

妊娠产妇抑郁情绪(育儿胜任感及其护理满意度等$结果
!

护理前两组产妇的抑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

%

&$&;

'"护理后!两组产妇的抑郁评分均降低&

E

$

&$&;

'!且观察组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

E

$

&$&;

'"观察

组产妇的育儿胜任感评分*&

:T$'T]!&$#"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E

$

&$&;

'$结论
!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可改善高危妊娠产妇抑郁

情绪!提高育儿胜任感及其护理满意度$

关键词"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

!

高危妊娠"

!

育儿胜任感"

!

临床效果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

&

"&!:

'

!'=";#&=&#

!!

高危妊娠对孕产妇及胎儿有较高的危险性%不

良环境&社会因素&孕妇患有各种急慢性疾病和妊娠

并发症等均可导致胎儿死亡&胎儿宫内生长迟缓&先

天畸形&早产&新生儿疾病的发生%凡列入高危妊娠

范围的孕妇#应接受重点监护#尽量降低围生期的发

病率及病死率'

!="

(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是目前临床

上符合现在护理模式的一种新型护理方法#本文通过

收集本院
T<

例高危妊娠产妇的相关资料#分析以家

庭为中心的护理对高危妊娠产妇育儿胜任感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T

年
;

月的
T<

例高危妊娠产妇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

+符合高危妊娠并终止妊娠的产妇$*

"

+理解并签署

该研究制订的知情同意书#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

准!产妇出现早产&前置胎盘&有先兆流产史&胎儿宫

内生长迟缓或产妇患有心脏病&精神病等%按照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T$<']#$"#

+岁$孕周
#!

'

%!

周#平

均*

#;$"#]"$"!

+周$合并妊娠糖尿病
"!

例#妊娠高

血压
!T

例#早产及多胎妊娠
%

例%对照组
%#

例#年

龄
"!

'

#<

岁#平均*

":$;<]"$%;

+岁$孕周
#"

'

%&

周#

平均*

#%$'T]"$&!

+周$合并妊娠糖尿病
!T

例#妊娠

高血压
!<

例#早产及多胎妊娠
:

例%两组患者年龄&

孕周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对照组
!

给予常规护理%护理方法!*

!

+入院

指导%带领产妇及其陪伴者全面了解本科室的病房

环境&医院基础环境#并讲明备产期间的注意事项#明

确告知产妇分娩前进行胎心监测&吸氧及听胎儿心音

的时间%*

"

+饮食干预%食用富含蛋白质&矿物质及

易消化的流质&半流质饮食#从而促进乳汁分泌#禁辛

辣&酸涩食物%*

#

+心理护理%嘱咐产妇保持充足睡

眠#避免受到精神刺激#预防产后抑郁情绪的发生%

$$/$/

!

观察组
!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以家庭为中

心的护理%护理方法如下!*

!

+入院当日向产妇发放

产褥期母婴健康护理手册#并协助产妇填写相关测评

问卷及量表#便于初步评估产妇家庭状况#填写家庭

资料#便于给予关怀及支持%根据调查问卷内容#结

合每一个家庭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并借助教学微视

频&书籍&新生儿模型等辅助用具#灵活选择合适的产

褥期家庭照顾者学习指导方法%*

"

+产后第
!

天#对

产妇及家庭陪伴者进行抑郁&焦虑量表的测评#从而

评估产妇&家庭照顾者的睡眠质量及心理状态%充分

考虑产妇与新生儿的实际情况#将培训及指导地点设

在每个家庭所在的科室#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定点

理论培训%采用微视频&婴儿模型向产妇及家属讲解

演示#指导受试者为母婴进行护理操作#包括!新生儿

喂奶&穿衣&更换尿布的正确方法等%*

"

+产后第
"

天#护理人员检查新生儿吃奶&哭闹及皮肤情况#注意

观察产妇及家属的情绪状态#从而判断前
!

天所学到

的护理理论及技能程度%*

#

+出院当日#采用自制患

者满意度调查问卷#并根据问卷测评得分情况判断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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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生理&心理健康状态#家庭主要照顾者的情绪变化&

睡眠质量&产褥期护理理论知识#对于产妇及家属薄

弱环节#在产褥期健康手册中进行重点标注#便于出

院后继续查阅及学习%*

%

+利用微信网络平台#建立

-母婴健康家庭护理.微信群#实现产褥期家庭出院后

的远程调控及教育指导#每天定时&定点以图文&微视

频&语音的形式传达产褥期母婴护理知识#包括新生

儿哭闹原因&正确喂奶方式&吐奶及呛奶的处理方法&

宝宝红屁股处理方法等%

$$'

!

观察指标
!

观察并比较两组产妇抑郁情绪&育

儿胜任感及其护理满意度%*

!

+抑郁情绪%采用爱丁

堡产后抑郁量表*

U(6R

+

'

#

(

#该量表包含
!&

个条目#

涉及恐惧&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等负面情绪#每个条

目为
&

'

#&

分#总分超过
!#

分为抑郁#总分越高#表

明抑郁症越严重%*

"

+育儿胜任感%采用育儿胜任感

量表*

)=(RQ)

+#量表分为
T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

'

<

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育儿效能水平越高%育儿

胜任感总分为
!'

'

!&"

分#得分越高#表明母亲适应

角色越好%*

#

+护理满意度%自制护理满意度问卷#

分为非常满意&基本满意及不满意#满意度
f

*非常满

意
g

基本满意+"总人数
i!&&[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RR!#$&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
G]<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

立样本
4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

[

+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E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产妇护理前后抑郁评分比较
!

护理前两组

产妇的抑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护理

后#两组产妇的抑郁评分均降低*

E

$

&$&;

+#且观察组

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

E

$

&$&;

+%见表
!

%

表
!

!!

两组产妇的抑郁评分比较#

G]<

(分$

组别
%

护理前 护理后
4 E

对照组
%# !&$"#]#$"# T$#%]!$;' %$:T' &$&"#

观察组
%# !&$!!]#$&! <$%;]!$T: ;$!"% &$&!T

4 !$"#" #$"!%

E &$!;< &$&##

/$/

!

两组产妇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

观察组护理满意

度为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T#$'"[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f;<$#%"

#

E

$

&$&;

+%见表
"

%

表
"

!!

两组产妇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

非常满意

*

%

+

基本满意

*

%

+

不满意

*

%

+

满意度

'

%

*

[

+(

对照组
%# !# "# ' #<

*

T#$'"

+

观察组
%# !% "' " %!

*

:;$#;

+

/$'

!

两组产妇的育儿胜任感评分比较
!

观察组产妇

的育儿胜任感评分'*

:T$'T]!&$#"

+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

':$%;]!&$#%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

'

!

讨
!!

论

!!

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多数

产妇营养过剩及缺乏运动#导致高危妊娠产妇越来越

多#进而发生新生儿窘迫&早产&流产及感染等不良结

局'

%

(

%高危妊娠产妇孕期心理反应较复杂#往往存在

心情紧张&沮丧及不安等#极易出现忧心&无助&恐惧

感及失败感等情感#进而出现抑郁等不良情绪%已有

研究表明#产妇的抑郁程度与育儿胜任感呈负相关#

容易导致产妇因抑郁出现不能适应育儿的行为'

;='

(

%

因此#如何提高高危妊娠产妇育儿胜任感是当前研究

重要课题%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是对整体护理的创新及继

承#强调家庭成员是患者健康的协作者#整合患者与

家庭成员的心理&生理及其社会属性'

T

(

%该护理模式

要求护理人员在全面了解产妇&家庭成员生理&心理

各方面需求后#提出科学及舒适的护理方法'

:

(

%长期

以来#高危妊娠产妇在终止妊娠后由于自身疾病&胎

儿早产等原因导致医源性母婴分离#乳房未得到及时

有效吸吮#加重乳房胀痛#加上担心孩子的健康#极易

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从而影响产妇生理功能

及其身心健康'

!&

(

%在本研究中#通过在入院当天&产

后第
"

天&出院指导几方面护理#提高产妇及家属护

理知识#得出观察组应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抑郁

评分低于对照组#育儿胜任感&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

组%此外#还应做好早筛查&早检查&早应对#最大限

度地实现高危妊娠转归#以免发生妊娠风险%通过规

范对高危妊娠孕妇的诊治及管理#实施围生期妊娠期

的保健管理#加强高危妊娠孕产妇的自我监护意识#

改善母婴结局%

综上所述#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可改善高危妊娠

产妇抑郁情绪#提高育儿胜任感及其护理满意度#具

有临床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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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高校教职工近
#

年血脂'血糖与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的相关性研究

孙丰艳!

!郑伊能"

!郭兴明#

!$

重庆大学医院检验中心!重庆
%&&&%%

"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科!重庆
%&&&!<

"

#$

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重庆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某高校教职工总胆固醇&

9)

'(三酰甘油&

9X

'与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

0P̂

'及血糖

&

X8b

'水平的相关性$方法
!

回顾性分析
"&!<\"&!T

年重庆某高校
!!&&

例职工健康体检的相关数据!最终

纳入
T:&

例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年龄分为
#

组!测定其血清
9)

(

9X

和
X8b

水平!分别比较
9)

和
9X

在各年龄组及性别组间的差异!并分析
9)

和
9X

与年龄(

0P̂

和
X8b

的相关性"并纵向分析不同年龄组
9)

(

9X

和
X8b

在近
#

年内是否存在差异$结果
!

9)

与
9X

在不同年龄组与性别组分别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女

性
9)

(

9X

水平显著高于男性&

Ef&$&"#

(

&$&!:

'"

9)

和
9X

有随年龄增长而升高的趋势&

3f&$#"

!

E

$

&$&;

"

3f&$"!

!

E

$

&$&;

'!且与
0P̂

有相关性&

3f&$""

!

E

$

&$&;

"

3f&$!:

!

E

$

&$&;

'!与
X8b

均无相关性&

E

%

&$&;

'$青年组和老年组各项指标近
#

年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中年组
9)

和
X8b

近
#

年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E

$

&$&;

'!

9X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结论
!

9)

(

9X

与性别(年龄和
0P̂

有相关性!但

与
X8b

无相关性"高校教职工在刚入职期
9)

(

9X

和
X8b

变化不明显!随年龄增长!在稳定期及退休期!其脂

蛋白代谢紊乱趋势增高!且男性趋势更明显$

关键词"调查研究"

!

高校职工"

!

体检"

!

血糖和血脂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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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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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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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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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代谢性疾病发病率日益上升#多表现为血

糖*

X8b

+&血脂异常'

!

(

%代谢性疾病的发生与人们生

活方式&饮食习惯&自身体质有关#高等学校教职工由

于教学科研的工作压力大和缺乏运动锻炼等因素#从

而促进了代谢性疾病的发生'

"

(

%为了解高校教职工

的健康状况#本文对
"&!<\"&!T

年重庆某高校职工

健康体检人员的体检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旨在探

讨总胆固醇*

9)

+&三酰甘油*

9X

+与性别&年龄&体质

量指数*

0P̂

+及血糖*

X8b

+水平的关系#并纵向分析不

同年龄阶段
9)

&

9X

和
X8b

近
#

年的变化趋势#为高

校教职工在其入职期&工作稳定期及退休期的健康情况

监测与评估提供客观的科学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重庆某高校
"&!<\"&!T

年参加

体检的教职工作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
!!&&

例职

工健康体检的相关数据#最终纳入具有
#

年体检数据的

T:&

例体检者#年龄
#&

'

T&

岁#平均*

%T$<]!"$#

+岁#

其中男
;:#

例*

<<$<[

+#女
":'

例*

##$%[

+%根据年

龄将研究对象分为
#

组#

#&

'$

%&

岁组为青年组
!;"

例#

%&

'$

<&

岁为中年组
#;<

例#

<&

'

T&

岁为老年组

#T"

例%

$$/

!

方法
!

受检者空腹
TE

以上#于肘静脉采血

#18

#分离血清后上机检测#所有检验均在
"%E

内完

成%使用胆固醇氧化酶法&磷酸甘油氧化酶法和

XQ6=(Q6

比色法分别测定
9)

&

X8b

和
9X

#所有操

作根据分析仪与试剂盒的说明书规范执行%按照美

国糖尿病学会标准
X8b

%

<$!11>L

"

8

诊断为
X8b

异常'

#

(

%按照/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0

'

%

(

#血清

9)

在
;$!T

'

<$!: 11>L

"

8

为边缘升高#

%

<$""

11>L

"

8

为升高$血清
9X

在
!$'&

'

"$";11>L

"

8

为

边缘升高#

%

"$"<11>L

"

8

为升高%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RR""$&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G]<

表示#两组

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4

检验或秩和检验#多组间比较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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