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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唤醒式健康教育对绝经后女性骨量异常人群腰椎及髋部骨密度的影响% 方法!选

取 #$%3-$' 9#$%3-$) 在该院健康体检中心行健康体检的 3% 例绝经后骨量异常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观察组"'% 例#和对照组"'$ 例#$观察组进行唤醒式健康教育$对照组进行一般健康教育$干预 % 年后$比较

两组腰椎":

%

9:

(

#及髋部"股骨颈&大转子和;/<=>三角区#的骨密度% 结果!干预 % 年后$观察组腰椎骨密

度增加 *?#2@$髋部骨密度增加 )?#(@'对照组腰椎骨密度下降 %?$)@$髋部骨密度下降 $?#2@'干预后两

组腰椎及髋部骨密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结论!对绝经后女性骨量异常人群实施唤醒式健

康教育$能有效提高该人群腰椎及髋部骨密度$达到切实增强骨质$延缓或减少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和发展的目

的$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绝经后女性'!骨量异常'!骨密度'!健康教育'!唤醒教育

!!!中图分类号"!B32!!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3*( +'2$3##$%2$$) +$)(# +$'

!!=80%%$6')3)DE60>>F6%3*( +'2$36#$%26$)6#)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退化性的全身性骨病$随着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速$骨质疏松症已逐渐成

为我国严重的公共社会问题(%)

% 绝经后女性由于

体内激素的改变$导致骨密度丢失增加$是骨质疏松

症的高风险人群%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常伴有腰

背疼痛$甚至骨折$严重影响该类人群的健康及生活

质量(#)

% 研究(')表明$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和习惯等

是预防其进展的关键$因此对绝经后女性进行相应

的骨质疏松健康教育尤为重要% 唤醒式健康教育是

以唤醒教育为理论基础的健康教育新模式$该理论

指出$在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应唤醒个体对疾病防

治的意识$以促进个体健康行为习惯的形成% 本研

究旨在探讨唤醒式健康教育对绝经后女性骨量异常

人群骨密度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取 #$%3-$' 9#$%3-$) 到我院健

康体检中心行健康体检的 3% 例绝经后骨量异常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例#和对照组"'$ 例#% 随访 % 年时间内$观察组病

例丢失 ' 例$最终纳入 '% 例'对照组病例丢失 ( 例$

最终纳入 '$ 例%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G$?$&#$具有可比性% 见表 %%

表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

"H#"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身高"7.# 体重"IJ# 绝经年龄"岁# 绝经年限"年#

观察组 '% &*?'# H3?)% %&&?$( H&?(2 &&?33 H)?&% (*?&( H&?22 )?%% H3?2#

对照组 '$ &3?22 H3?*# %&(?3' H&?#3 &&?2# H)?$( (2?&' H&?#) 2?&) H(?%3

$ + $?#&# $?#)* +$?$3* +$?3) $?'&2

! + $?2$% $?*33 $?)(3 $?()# $?*#%

!#$"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标准!"%#自然绝经年

限
"

% 年'"##骨密度检查结果为低骨量或骨质疏松

症$符合 #$$( 年 ;KL制定的骨质疏松症诊断标

准(()

'"'#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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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标准!"%#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患

者'"##有严重心肺功能障碍的患者'"'#患有糖尿

病&恶性肿瘤或血液系统等影响骨骼代谢的疾病'

"(#近半年使用过钙&激素等影响骨密度的药物'

"&#难以沟通$无法独立完成问卷填写者%

!#%"方法

%?'?%!对照组!进行一般健康教育$教育内容包括

骨质疏松症的基本知识以及饮食&运动&药物及生活

方式等相关知识$教育方式包括常规健康宣教&发放

健康知识手册&举办知识讲座等%

%?'?#!观察组!在一般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引入唤

醒教育% "%#启发导入!在常规知识宣教完成后$课

题组成员对研究对象进行一对一的启发导入$导入

时间为 %& 9'$ .0F% 启发导入是教育过程中将知识

呈现于被教育者之前的过渡阶段% 唤醒教育的启发

导入以问题讨论式为主$根据每位研究对象干预前

的调查问卷及骨密度测定结果$制定个性化教育实

施方案% "##循环式反复唤醒!措施包括推送图片&

案例讨论以及文献阅读等% 课题组成员在每个月的

前 ' 周收集整理资料$每月最后 % 周在微信群内发

送被教育者$并与其互动讨论$每次讨论时间大约为

($ 93$ .0F% 以 ' 个月为 % 个周期$共进行 ( 个周

期% 第 % 个月讨论骨质疏松症危害性的相关图片$

并结合现实生活进行讲解'第 # 个月讨论骨质疏松

症的有关真实小案例'第 ' 个月讨论骨质疏松症的

相关干预性预防&治疗方法及结果的有关文献%

!#&"观察指标"比较两组研究对象干预前和干预

% 年后腰椎":

%

9:

(

#及髋部"股骨颈&大转子和;/<=>

三角区#的骨密度值% 骨密度的测定采用美国K818J07

公司生产的[0>78\O<]̂ 双能_线骨密度仪进行测定%

!#'"统计学方法"应用 V V̀V##?$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H标准差"

!

"H##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检验$组内干预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检

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A$?$&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干预 % 年后$观察组腰椎骨密度增加 *?#2@$

髋部骨密度增加 )?#(@$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A$?$&#'对照组腰椎骨密度下降 %?$)@$

髋部骨密度下降 $?#2@$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G$?$&#'干预后两组比较$观察组腰椎及

髋部骨密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A$?$&#% 见表 #%

表 #!两组干预前后腰椎及髋关节骨密度的变化比较!

!

"H#"

组!别 例数
腰椎骨密度

干预前 干预后
$ !

髋关节骨密度

干预前 干预后
$ !

观察组 '% $?*(# H$?%$' $?*)3 H$?$2% +#?#)( $?$#& $?*$' H$?%$% $?*32 H$?%$( +#?()3 $?$%&

对照组 '$ $?*'' H$?%#$ $?*#& H$?%%( $?#3( $?*)# $?*%2 H$?%%# $?*%3 H$?$)3 $?$*( $?)(%

$ + $?'%( #?2%% + + +$?&() #?$#* + +

! + $?*&( $?$$3 + + $?&2( $?$(* + +

%"讨论

%#!"绝经后女性体内雌激素的改变是导致机体骨

量丢失的主要原因$使得该群体发生骨质疏松症的

风险相对增高% 研究(&)表明$健康教育是防治骨质

疏松症最经济&有效&基础的手段% 赵春燕等(3)采

用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强营养教育与膳食干预$在

干预 3 个月后$干预组的腰椎及股骨颈的骨密度均

高于对照组"!A$?$&#% 林巧旋等(*)在实施常规健

康教育的基础上$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系统化健康

教育方案$3 个月后$观察组和对照组 :

%

9:

(

及左

股骨的骨密度均较干预前明显提升$且观察组提升

数值明显高于对照组"!A$?$&#% 不同形式的健康

教育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研究对象的健康行为$

从而提高其骨密度$但不同的健康教育方式都有自

己的理论和侧重点%

%#$"唤醒式健康教育是在一般健康教育的基础上

引入唤醒教育(2)

$与其他形式的健康教育不同之处

在于$其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使受教者获取骨质疏松

相关的知识$而是要唤醒其沉睡的疾病防治意识$促

使受教者自主&自觉地运用所学知识再次促成健康

行为的良好转变及骨骼状况的改善% 本研究首次将

唤醒教育引入到骨质疏松健康教育中$研究结果显

示$干预 % 年后$观察组腰椎骨密度增加 *?#2@$髋

部骨密度增加 )?#(@'对照组腰椎骨密度下降 %?$)@$

髋部骨密度下降 $?#2@'干预后两组腰椎及髋部骨

密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 该研

究结果与报道(3$*)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唤醒式健

康教育能有效提高绝经后女性骨量异常人群的腰椎

及髋部骨密度$达到切实增强骨质的目的% 因此$在

健康教育中$除了传递疾病相关知识以外$我们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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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视唤醒受教者的疾病防治意识$以提高受教者

的主观能动性% 唤醒式健康教育是让被唤醒的主体

摒弃自身不良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并坚持良好的健康

行为习惯$从而达到逐步增强骨质状况的最终目的%

综上所述$对绝经后女性骨量异常人群实施唤

醒式健康教育$能有效提高该人群腰椎及髋部骨密

度$达到切实增强骨质$延缓或减少骨质疏松症的发

生和发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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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娩镇痛作为舒适化医疗的一部分$患者对其要求越来越高% 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使各种先

进的镇痛方式和镇痛佐剂不断涌现% 其中椎管内阻滞是目前最值得推荐的一种镇痛方式$而患者自控硬膜外

镇痛和自动化输注技术更是显著改善了管理分娩痛的能力$也重新定义了分娩镇痛的给药策略% 该文就硬膜

外分娩镇痛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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