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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方式!刺激患者的感官!并进行持续的效果

评价!达到最佳的健康教育效果" 同时!与临床护理

路径想结合!使护士的工作职责更加明确和有依据!

促使护理宣教工作流程化#具体化#标准化!重复性

更好!减少不同工作者健康教育的差异!能提高患者

的自我管理能力和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0/&1/23403$0456-457,+8-48-8+% 76-4,$07$9%(:-3

;547! <==>!?>&<'(!@A B!@@(

<"张"?!罗梦林!田"敏!等(华法林抗凝患者的抗凝现状调查及

分析$9%(中国医院药学杂志!<=!C!AC&<'(!<@ B!A=(

A"陈玲娣!梅"玲!吴"娟!等(临床护理路径在心脏瓣膜置换术中

的应用$9%(实用临床医药杂志!<=!C!!D&E'(@ B>(

C"张"娟(心脏瓣膜置换术前健康教育方法探讨$9%(护理学杂志(

<==C!!>&D'(@A B@C(

?"施小青!曹伟新!吴蓓雯!等(心力衰竭病人自我管理量表的初步

构建$9%(护理研究!<=!<!<E&A?'(AAC@ BAA?=(

E"朱燕波!折笠秀树!郑"洁!等(心功能不全FGH量表中文译本信

度效度的初步评价$9%(中国行为医学科学!<==C!!A&A'(AA@ B

AC=(

@"朱"丽!陈莹莹!罗亮春!等(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患者抗凝治疗的

个案管理$9%(护理学杂志!<=!?!A=&!E'(<@ B<>(

D"梁伟燕!冯映文!陈昭认!等(延续性自我管理教育在溃疡性结肠

炎患者中的应用护理$9%(护理实践与研究!<=!?!!< &?'(!= B

!<(

>"何"静!傅桂芬!韦"靖!等(临床路径健康教育对瓣膜置换病人

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研究$9%(护理研究!<=!E!A=&A<'(C=AE B

C=AD(

!="向川江!陈丽明!韦征霞!等(实施配偶健康教育路径对乳腺癌

患者生命质量影响的研究$9%(护士进修杂志!<=!E!A!&!A'(

!<<> B!<A<(

!!"李"霞(综合护理干预对老年乳腺癌患者根治术后患肢功能锻

炼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影响$9%(护士进修杂志!<=!?!A=&!?'(

!A>! B!A><(

!<"李雁楠!李镒冲!张"梅!等(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研究进展

$9%(中华流行病学杂志!<=!E!A@&>'(!A!! B!A!@(

!A"何"静!傅桂芬!陈永凤!等(心脏瓣膜病患者手术前后症状困扰

与生活质量的调查分析$9%(护理学杂志!<=!E!A!&<<'(!@ B

!>(

!C"傅桂芬! 韦"靖!何"静!等(心脏瓣膜置换患者健康教育路径的

设计与应用效果评价$9%(中国临床新医学!<=!E!>&@'(EC@ B

E?=(

!收稿日期"<=!@ B=> B<@"!本文编辑"韦"颖"

护理研讨

分娩内外环境预感知护理在初产妇中的

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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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分娩内外环境预感知护理在初产妇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择 <=!@I=! L<=!@I=?

于该院分娩且前期已在该院建档接受产前检查的初产妇 >E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CD

例!对照组初产妇接受常规产前教育!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分娩内外环境预感知护理!比较两组干预后

各相关观察指标的差异" 结果"观察组初产妇干预后焦虑抑郁评分#分娩恐惧评分和剖宫产率显著低于对照

组!分娩效能评分和自然分娩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M=N=?'" 结论"采用分娩内外环境预感知护理对初产

妇实施干预!可显著降低初产妇负性情绪及分娩恐惧程度!提高分娩效能和自然分娩率"

""!关键词""分娩)"预感知护理)"初产妇

""!中图分类号"":C@AN@!"!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E@C BAD=E#<=!D$=D B=D<? B=C

"",/+%!=(A>E>OP(+88%(!E@C BAD=E(<=!D(=D(<D

""分娩是绝大多数女性一生中必经的一个生理过

程$!!<%

!在此过程中孕产妇均会因身体与情感的强

烈体验而伴生多种身心问题$A%

" 初产妇因无分娩

经历$C%

!故处于对分娩机制了解匮乏#对分娩环境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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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不利状态$?%

!这会对产妇机体的内部平衡#

适应力产生严重影响$E%

!不良情绪是产妇体内儿茶

酚胺分泌量增加的促成因子!可致其宫缩紊乱!产程

延时!难产O剖宫产率相应增高" 采取有效的护理方

式帮助初产妇提前了解分娩机制!熟悉分娩流程!消

除分娩环境陌生感!对克服其分娩恐惧#提升其分娩

信心#改善分娩结局有重要作用" 本研究采用分娩

内外环境预感知护理对初产妇实施干预!效果较好!

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择 <=!@I=! L<=!@I=? 于我院分

娩且前期已在我院建档接受产前检查的初产妇 >E

例为研究对象!无剖宫产指征!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

照组各 CD 例" 对照组平均年龄&<@N!D QCN=!'岁!

平均孕周&A>N!C Q<N??'周!中学&中专#技校等'学

历者 <D 例!大学及以上学历者 <= 例!合并妊高症者

< 例!合并妊娠期糖尿病者 A 例" 观察组平均年龄

&<@N?? QAN>E'岁!平均孕周&A>N=! Q<NED'周!中

学&中专#技校等'学历者 <> 例!大学及以上学历者

!> 例!合并妊高症者 A 例!合并妊娠期糖尿病者 C

例" 两组初产妇在干预前分娩效能评分#分娩恐惧

评分以及年龄#孕周#学历#合并症等一般资料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N=?'!具有可比性"

!#$"实施方法"对照组初产妇接受常规产前教育!

于我院建档后!在孕周至 A< 周后!接受每周六为时

! 6的分娩教育课堂学习!含分娩准备与分娩过程

知识"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分娩内外环境预

感知护理!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N<N!"内环境预感知护理(内环境预感知是指帮助

护理对象直观感知分娩机转过程与进行分娩减痛训

练$@%

" &!'心理疏导" 护士与孕妇及家属进行直接#

间接沟通!引导初产妇诉说产时担忧事项!对初产妇

恐惧产时疼痛#紧张心理进行疏导!提供针对性的分

娩内外环境预感知护理服务!以消除孕妇的负面情

绪" &<'分娩机转过程预演展示" 孕 A< 周后初次

参加分娩教育课堂时!护理人员向孕妇强调分娩机

转预演的积极意义!告知其预约接受预演展示的具

体日期与时间" 预演前!护理人员先简单描述全部

分娩过程!然后借助于仿真模型工具的机械运作!以

直观生动的方式将母体子宫内胎儿及附属物的情况

及新生儿分娩过程进行动态化展示!让孕妇直观目

睹胎儿所经历的衔接#下降#俯屈#内旋转#仰伸#复

位及外旋转#肩娩出等过程!同时在各关键节点向孕

妇示范产时会阴正确保护方式及协助胎儿娩出的技

巧等" 预演展示每周一次!共进行 C 次" &A'播放

产时减痛训练真人示范视频" 播放完毕后护理人员

详细讲解分解动作并作出示范!然后要求孕妇进行

呼吸训练尝试!护理人员现场观察孕妇训练动作是

否正确并给予指导!呼吸训练包括廓清式呼吸#锁紧

和放松运动#呼吸运动等!同时指导孕妇学习与掌握

哈气#吹蜡烛等分娩宫缩时的减痛运动" 护理人员

邀请孕妇加入安全分娩微信群!要求孕妇每日上传

其在家中的训练视频!护理人员查看后进行再指导"

!N<N<"外环境预感知护理(内环境预感知护理进行

两周后!护理人员带领孕妇对我院产前区#产房及产

后区等进行实地参观!观看助产士个人介绍视频!帮

助孕妇预先熟悉产科环境#设施及人员!知晓分娩区

域流程设置规划!并试躺产床体会分娩感受"

!#%"评价方法"&!'以焦虑#抑郁自评量表$D%为情

绪测评工具!含测评条目 <= 条!焦虑抑郁情绪无O很

少计 ! 分!部分时间存在焦虑抑郁计 < 分!大部分时

间存在焦虑抑郁计 A 分!全部时间均存在焦虑抑郁

计 C 分!总分值合计 D= 分!测评结果在 C! 分以上者

为焦虑抑郁阳性!分值越高!提示该初产妇焦虑抑郁

情绪越显著" &<'选择危娟等$>%研究者的分娩恐惧

研究量表&汉化版'对两组产妇实施相应测评!含测

评条目 !E 个!从无至最高分别计分 ! LC 分!总分值

!E LEC 分!分值越高!提示该初产妇分娩恐惧越显

著" &A'选择分娩效能量表$!=%对两组产妇实施相应

测评!含四个项目&分娩知识与态度#产时应对与分

娩控制感'!各项目分值合计后转化为标准总分 !==

分!总分值越高!提示该初产妇分娩效能越高" &C'

观察记录两组入选初产妇的分娩方式"

!#&"统计学方法"应用 S;SS!@N=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Q标准差&

!

"Q#'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检验!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M=N=?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干预后焦虑抑郁#分娩恐惧#分娩效能评

分比较"观察组干预后焦虑抑郁#分娩恐惧评分显

著低于对照组!分娩效能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M

=N=?'" 见表 !"

表 !"两组干预后焦虑抑郁!分娩恐惧!分娩效能

" "评分比较"#

!

"Q#$%分&

组"别 例数 焦虑 抑郁 分娩恐惧 分娩效能

观察组 CD D>N?D Q!N>D A=NEA QAN>C A=NEA QAN>C D>N?D Q!N>D

对照组 CD @DN!A QANA> C?NC= QEN=D C?NC= QEN=D @DN!A QANA>

$ B <=N<!C B!CN!<= B!CN!<= <=N<!C

! B =N=== =N=== =N=== =N===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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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自然分娩率比较"观察组自然分娩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M=N=?'" 见表 <"

表 <"两组自然分娩率比较#%$

组"别 例数 自然分娩 剖宫产 自然分娩率&['

观察组 CD C! @ D?NC<

对照组 CD A! !@ ECN?D

"注(

!

<

\?N??E!!\=N=!D

%"讨论

%#!"采用分娩内外环境预感知护理对初产妇实施

干预!可显著降低初产妇焦虑抑郁与分娩恐惧程度!

提高分娩效能" 焦虑抑郁情绪普遍存在于初产妇孕

产期全程$!!%

!如未获有效缓解则对产程进展#母婴

结局产生显著负效应" 分娩恐惧是一种极为常见的

孕妇分娩前情绪体验!而初产妇因之前无分娩经历!

分娩经验匮乏$!<%

!故其分娩恐惧发生率更高!达 D!["

程度严重的分娩恐惧是致产程进展迟滞#难产的重

要原因$!A%

!且消极分娩经历还可能对女性产生长达

数年的持续负面影响!对家庭#亲子关系的正常维系

与发展均极为不利$!C%

" 分娩自我效能是指产妇分

娩时能通过对深呼吸#注意力分散#身心放松等措施

的有效完成来实现减痛效应的信心与信念$!?%

!产妇

分娩效能越好!则其产时配合行为就会越主动越正

确" 故而降低产妇分娩恐惧#提高分娩效能是推动

产程顺利进展#改善母婴结局的重要前提条件" 在

常规护理模式中!单纯的口头分娩知识传授对初产

妇的认知干预效果较为有限!不足以改善其分娩恐

惧与提高分娩效能" 本研究采用分娩内外环境预感

知护理对初产妇实施干预!在产前有计划地向孕妇

提供对入院#待产及分娩整个过程产生直观理性认

知的仿真演示#培训与环境!以仿真模具实施的分娩

机转过程预演展示!有助于孕妇全程全面地直视过

去仅存于想象中的分娩过程!熟知产时各关键环节

及相应的配合要点!纠正错误认知与态度)呼吸预训

练可帮助产妇提前展开一系列产时减痛训练!使其

有信心于产时成功完成身心放松活动!以胸式呼吸

法尽可能降低宫缩时对子宫的压迫!有效应用哈气

与吹蜡烛等产时减痛策略!缓解焦虑抑郁情绪!减少

产时疼痛恐惧感)在产前引导孕妇对产科各区域环

境设施流程人员等进行参观与熟悉!有利于孕妇对

产时物理人文环境和分娩全期躯体物理位置转换等

形成初步印象!可缓解孕妇因环境人员陌生感所致

的焦虑#抑郁#恐惧心理与控制无力感!促进产时合

理应对模式的形成"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初产

妇干预后焦虑抑郁评分及分娩恐惧评分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而分娩效能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采用分娩内外环境预感知护理对初产妇实施

干预!可显著提高自然分娩率" 孕妇及家属倾向于

选择剖宫产的行为与其相应的错误认知密切相关!

她们误以为剖宫产娩出的新生儿因脑部未受产道挤

压而受损度较小!且剖宫产较自然分娩风险低!故于

妊娠期便已决定以剖宫产方式分娩" 本研究通过分

娩内外环境预感知护理!让孕妇直观观察胎儿分娩

过程!从内心深处理解与接受自然分娩才是胎儿最

佳娩出方式的理念!深度体察与认知剖宫产致产后

并发症发生率上升的原因所在!从而增强自然分娩

意愿)与此同时!生动直观的分娩机转过程展示及有

效的产时呼吸训练活动!成功消除了孕妇因对分娩

未知所致的产时无力感!使其有信心有能力应对自

然分娩!做出产时良好配合)分娩外环境的参观熟悉

活动!使孕妇提前对分娩所处环境有了一定的感观

认知!并对助产人员有了一定的了解" 由此可见!分

娩内外环境的预感知护理!可以帮助孕妇修正其对

自然分娩的错误认知!预先体会自己将于何种环境

与场景中经历分娩!将遇到怎样的分娩问题!可通过

何种方式与途径解决产时问题!一方面可促使孕妇

于分娩时理性结合自身实时实际情况选择最佳分娩

方式!减少无指征剖宫产选择行为!另一方面孕妇亦

可对助产人员指示作出高效高质量的情绪与行为应

答!有效推动自然分娩进程!降低转剖宫产率" 故而

采用分娩内外环境预感知护理对初产妇实施干预!

可显著提高自然分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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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对脑血栓患者负性情绪及

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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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优质护理干预对脑血栓患者负性情绪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方法"选取该院

<=!EI=! L<=!@I=A 收治的脑血栓患者 >C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C@ 例" 两组均实施对症治疗!对

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优质护理干预" 比较干预后两组负性情绪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结果"干预

后两组 SXS#S_S评分均比干预前降低&!M=N=?'!观察组降低更明显!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

=N=?')观察组干预后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提高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N=?'" 结论"优质护

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焦虑及抑郁负性情绪!提高临床治疗依从性!增强治疗效果!促进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

提高!改善其生活质量"

""!关键词""优质护理干预)"脑血栓)"负性情绪)"日常生活能力

""!中图分类号"":C@AN@C"!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E@C BAD=E#<=!D$=D B=D<D B=A

"",/+%!=(A>E>OP(+88%(!E@C BAD=E(<=!D(=D(<>

""脑血栓是临床比较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多发于

中老年群体$!%

!主因为颅内外脑部动脉血管壁出现

病变!使动脉血管狭窄!出现血管阻塞!导致脑供血

供氧不足!出现脑梗死性坏死多发!诱发患者出现失

语#偏瘫#神经紊乱等症状!严重危害患者生理及心

理健康$<!A%

" 随着现代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脑血

栓致死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仍有较高的致残率!因

此临床治疗中不仅需要先进的治疗技术!同时有效

的护理干预也极其重要$C%

" 我们对脑血栓患者采

取优质护理干预!以探讨其对脑血栓患者负性情绪

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取我院 <=!EI=! L<=!@I=A 收治

的脑血栓患者 >C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将其分为两组!各 C@ 例" 所有患者经Tb或W:#检

查均确诊为脑血栓" 观察组男 <D 例!女 !> 例!年龄

?C L@E&ECNA< Q<N?C'岁)合并症(高血压 != 例!高

血脂 !A 例!< 型糖尿病 !< 例" 对照组男 A! 例!女

!E 例!年龄 ?< L@?&EAN?< Q<NC@'岁)合并症(高血

压 D 例!高血脂 != 例!< 型糖尿病 !A 例" 所有患者

及其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获得我院医学伦理

委员会批准"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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