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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目的 研究早期协同式护理干预对初产妇剖宫产术后母乳喂养情况及负面情绪的影响遥 方法 选取 2019年 5月-2021年

5月我院行剖宫产术的 70例初产妇为研究对象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袁各 35例遥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袁观察

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早期协同式护理干预袁比较两组母乳喂养率尧开始泌乳时间尧产后 3 d泌乳量尧每天哺乳次数尧母乳喂

养效能感评分尧焦虑评分尧抑郁评分以及护理满意度遥 结果 观察组母乳喂养率高于对照组渊 约0.05冤曰观察组开始泌乳时间短于

对照组袁产后 3 d泌乳量尧每天哺乳次数均大于对照组渊 约0.05冤曰观察组母乳喂养效能感评分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渊 约

0.05冤曰观察组焦虑评分尧抑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渊 约0.05冤曰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渊 约0.05冤遥结论 早期协同式护理干预

可提高初产妇剖宫产术后母乳喂养成功率袁缩短开始泌乳时间袁提高泌乳量袁增加每天哺乳次数袁提升母乳喂养效能感评分袁降

低抑郁和焦虑评分袁促进良好护患关系袁提高护理满意度袁是一种有效尧可行的护理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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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Emotion of Primipara after Cesarea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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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early collabora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breastfeeding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primipara after cesarean

section.Methods A total of 70 primiparas who underwent cesarean sec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9 to Ma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35 case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early collabora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he breastfeeding rate, the starting lactation time, the lactation volume 3 days after delivery, the number of lactations per day, the breastfeeding

efficacy score, anxiety score, depression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sults The breastfeeding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 <0.05). The starting time of lact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lactation volume 3 days after delivery and the number of lactations per da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 <

0.05).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of breastfeeding efficac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 <0.05). The anxiety

score and depression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 <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 <0.05).Conclusion Early collabora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promote the success rate of

breastfeeding after cesarean section in primipara, shorten the time of starting lactation, increase the amount of lactation, increase the number of daily

breastfeeding, improve the breastfeeding efficacy score, reduce th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core, promote good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It is an effective and feasible nurs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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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剖 宫 产 技 术 的 日 益 成 熟 ， 剖 宫 产 率 不 断 上

升 [1]。 初 产 妇 剖 宫 产 术 后 存 在 出 血 风 险 ， 且 因 机 体 受

到 创 伤 ， 身 体 较 为 虚 弱 ， 加 之 部 分 初 产 妇 对 剖 宫 产 分

娩 相 关 知 识 认 知 不 足 ， 容 易 产 生 焦 虑 、 抑 郁 等 负 面 情

绪 ， 严 重 影 响 母 乳 喂 养 率 、 泌 乳 量 [2]。 母 乳 是 新 生 儿

最 天 然 、 营 养 价 值 最 高 的 食 物 ， 也 是 新 生 儿 获 取 部 分

抗 体 的 重 要 途 径 [3]。 因 此 ， 给 予 有 效 的 护 理 干 预 ， 促

进 初 产 妇 剖 宫 产 术 后 母 乳 喂 养 具 有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 常 规 护 理 具 有 局 限 性 ， 注 重 基 础 护 理 ， 尤 其 是 受

个 体 差 异 的 影 响 ， 护 理 效 果 不 甚 理 想 [4]。 早 期 协 同 式

护 理 干 预 是 一 种 新 型 护 理 模 式 ， 由 护 理 人 员 与 家 属

早 期 协 同 式 进 行 干 预 ， 以 促 进 母 乳 喂 养 的 顺 利 实

施 [5]。 但 目 前 关 于 早 期 协 同 式 护 理 干 预 对 初 产 妇 剖

宫 产 术 后 母 乳 喂 养 情 况 及 负 面 情 绪 影 响 的 研 究 存 在

差 异 [6]。 本 研 究 结 合 2019 年 5 月 -2021 年 5 月 我 院

行 剖 宫 产 术 的 70 例 初 产 妇 临 床 资 料 ， 观 察 早 期 协 同

式 护 理 干 预 对 初 产 妇 剖 宫 产 术 后 母 乳 喂 养 情 况 及 负

面 情 绪 的 影 响 ， 现 报 道 如 下 。

1资料与方法

1.1 一 般 资 料 选 取 2019 年 5 月 -2021 年 5 月 石 城

县 人 民 医 院 行 剖 宫 产 术 的 70 例 初 产 妇 为 研 究 对 象 ，

采 用 随 机 数 字 表 法 分 为 对 照 组 和 观 察 组 ， 各 35 例 。

对 照 组 年 龄 21~37 岁 ， 平 均 年 龄 （ 26.43依5.10） 岁 。 观

察 组 年 龄 22~36 岁 ， 平 均 年 龄 （ 27.01依3.78） 岁 。 两 组

年 龄 比 较 ，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跃0.05） ， 可 对 比 ， 所

有 初 产 妇 自 愿 参 加 本 研 究 ， 并 签 署 知 情 同 意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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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 入 和 排 除 标 准 纳 入 标 准 ： 淤 符 合 剖 宫 产 指

征 [7]； 于 均 为 初 产 妇 ； 盂足 月 分 娩 产 妇 。 排 除 标 准 ： 淤

合 并 肝 、 肾 、 心 、 脑 血 管 系 统 等 严 重 疾 病 者 ； 于 合 并 妊

娠 期 并 发 症 [8]； 盂 依 从 性 较 差 ， 不 能 配 合 护 理 干 预

者 ； 榆随 访 资 料 不 完 善 者 。

1.3 方 法

1.3.1 对 照 组 采 用 常 规 护 理 ： 淤 遵 医 嘱 观 察 产 后 出

血 情 况 ， 并 给 予 基 础 产 后 护 理 [8]； 于 告 知 母 乳 喂 养 时

间 ， 讲 解 母 乳 喂 养 方 法 ， 指 导 产 妇 进 行 1 次 母 乳 喂

养 [9]； 盂 告 知 合 理 饮 食 对 母 乳 喂 养 的 重 要 性 ； 榆 对 于

烦 躁 、 不 安 等 负 面 情 绪 患 者 ， 做 好 安 抚 和 开 导 。

1.3.2 观 察 组 在 常 规 护 理 基 础 上 采 用 早 期 协 同 式 护

理 干 预 ： 淤 产 前 ： 产 妇 家 属 协 商 确 定 责 任 产 妇 家 属 ，

护 理 人 员 对 责 任 家 属 进 行 培 训 ， 告 知 母 乳 喂 养 相 关

知 识 和 重 要 性 ， 并 使 其 熟 练 掌 握 哺 乳 的 技 巧 、 方 法 ；

于 产 后 2 h： 护 理 人 员 主 动 与 责 任 家 属 沟 通 、 交 流 ，

重 点 讲 解 产 后 健 康 知 识 、 乳 房 护 理 方 法 、 哺 乳 知 识 以

及 母 乳 喂 养 的 益 处 ， 取 得 责 任 产 妇 家 属 的 积 极 配 合 ，

同 时 责 任 家 属 注 意 观 察 产 妇 心 理 状 态 ， 并 告 知 护 理

人 员 ， 护 理 人 员 可 给 予 针 对 性 的 疏 导 ， 以 减 轻 负 面 情

绪 的 影 响 ； 盂 产 后 第 2 天 开 始 ， 设 定 家 庭 课 堂 ， 每 天

定 时 给 产 妇 和 产 妇 责 任 家 属 讲 解 母 乳 喂 养 知 识 ， 鼓

励 产 妇 记 录 ， 责 任 家 属 监 督 ， 每 天 以 日 记 的 方 式 记 录

母 乳 喂 养 情 况 ， 泌 乳 情 况 ， 以 促 进 护 理 人 员 与 产 妇 和

责 任 家 属 的 有 效 沟 通 ； 术 后 8 h 责 任 家 属 督 促 产 妇

取 卧 位 哺 乳 ， 并 依 据 产 妇 实 际 情 况 调 整 半 卧 位 或 半

坐 位 ， 对 母 乳 喂 养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错 误 ， 责 任 家 属 应 及

时 纠 正 ； 榆产 后 第 3 天 开 始 ， 每 天 组 织 产 妇 和 家 属 观

察 母 乳 喂 养 视 频 ， 观 察 母 乳 喂 养 姿 势 和 技 巧 ， 同 时 要

求 责 任 家 属 每 天 定 时 督 促 产 妇 进 行 母 乳 喂 养 ， 并 通

过 鼓 励 、 支 持 等 方 式 ， 提 高 产 妇 母 乳 喂 养 积 极 配 合

度 ， 促 进 母 乳 喂 养 的 顺 利 进 行 ； 虞护 理 人 员 每 天 定 时

与 责 任 产 妇 家 属 进 行 沟 通 ， 及 时 了 解 哺 乳 情 况 ， 询 问

母 乳 喂 养 存 在 的 问 题 ， 并 针 对 产 妇 母 乳 困 难 给 予 针

对 性 的 指 导 ， 同 时 鼓 励 责 任 家 属 及 时 反 映 产 妇 母 乳

喂 养 存 在 的 问 题 ， 及 时 解 答 产 妇 和 责 任 家 属 的 问 题 ；

愚 护 理 人 员 依 据 产 妇 泌 乳 具 体 情 况 ， 与 责 任 家 属 沟

通 ， 并 共 同 制 定 科 学 合 理 的 饮 食 计 划 ， 并 要 求 责 任 家

属 严 格 执 行 饮 食 计 划 ， 以 确 保 母 乳 喂 养 充 足 的 营 养

需 求 ； 舆 护 理 人 员 指 导 与 协 助 产 妇 及 其 家 属 进 行 乳

房 按 摩 ， 并 向 家 属 讲 解 按 摩 技 巧 ， 每 天 哺 乳 前 产 妇 取

坐 位 或 平 卧 位 ， 责 任 家 属 指 导 产 妇 进 行 乳 房 按 摩 ， 以

促 进 乳 汁 的 分 泌 。

1.4 观 察 指 标 比 较 两 组 母 乳 喂 养 率 、 开 始 泌 乳 时

间 、 产 后 3 d 泌 乳 量 、 每 天 哺 乳 次 数 、 母 乳 喂 养 效 能

感 评 分 、 焦 虑 评 分 、 抑 郁 评 分 以 及 护 理 满 意 度 。

1.4.1 母 乳 喂 养 率 [10， 11] 母 乳 喂 养 ： 纯 母 乳 喂 养 ； 部 分

母 乳 喂 养 ： 母 乳 与 人 工 混 合 喂 养 ； 非 母 乳 喂 养 ： 完 全

辅 助 人 工 喂 养 （ 如 奶 粉 、 牛 奶 等 ） ； 喂 养 率 =（ 母 乳 喂

养 +部 分 母 乳 喂 养 ） /总 例 数 伊100% 。

1.4.2 母 乳 喂 养 效 能 感 [12] 采 用 母 乳 喂 养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 BSES） 评 估 ， 包 括 喂 养 技 巧 、 心 理 活 动 2 个 维 度 ，

每 个 维 度 15~75 分 ， 评 分 越 高 表 明 母 乳 喂 养 技 巧 、

效 能 感 越 优 。

1.4.3 焦 虑 、 抑 郁 评 分 [13， 14] 焦 虑 ： 采 用 广 泛 性 焦 虑 自

评 量 表 （ GAD-7） ， 总 分 0~80 分 ， 评 分 越 高 表 明 焦 虑

越 严 重 ； 抑 郁 ： 采 用 抑 郁 度 自 评 量 表 ， 抑 郁 度 自 评

量 逸53 分 为 筛 查 阳 性 ， 评 分 越 高 表 明 抑 郁 越 严 重 .

1.4.4 护 理 满 意 度 [15] 采 用 护 理 满 意 度 调 查 表 ， 90 分

以 上 为 满 意 ， 60~90 分 为 基 本 满 意 ， 60 分 以 下 为 不

满 意 ， 满 分 为 100 分 。 满 意 度 =（ 满 意 +基 本 满 意 ） / 总

例 数 伊100% 。

1.5 统 计 学 方 法 采 用 统 计 软 件 包 SPSS 21.0 版 本 对

本 研 究 数 据 进 行 处 理 ， 计 量 资 料 以 （ 依 ） 表 示 ， 采 用

检 验 ； 计 数 资 料 以 [ （ %） ] 表 示 ， 采 用 2 检 验 。 以 约

0.05 表 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2结果

2.1 两 组 母 乳 喂 养 率 比 较 观 察 组 母 乳 喂 养 率 高 于

对 照 组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约0.05） ， 见 表 1。

2.2 两 组 乳 汁 分 泌 、 泌 乳 情 况 比 较 观 察 组 开 始 泌 乳

时 间 短 于 对 照 组 ， 产 后 3 d 泌 乳 量 、 每 天 哺 乳 次 数 均

大 于 对 照 组 （ 约0.05） ， 见 表 2。

2.3 两 组 母 乳 喂 养 效 能 感 评 分 比 较 观 察 组 喂 养 技

能 、 心 理 活 动 评 分 均 高 于 对 照 组 （ 约0.05） ， 见 表 3 。

2.4 两 组 焦 虑 、 抑 郁 评 分 比 较 观 察 组 焦 虑 评 分 、 抑

郁 评 分 均 低 于 对 照 组 （ 约0.05） ， 见 表 4 。

2.5 两 组 护 理 满 意 度 比 较 观 察 组 护 理 满 意 度 高 于

对 照 组 （ 约0.05） ， 见 表 5 。

组 别

观 察 组

对 照 组

35

35

母 乳 喂 养

21（ 60.00）

19（ 54.29）

部 分 母 乳 喂 养

13（ 37.14）

11（ 31.43）

非 母 乳 喂 养

1（ 2.86）

5（ 14.29）

母 乳 喂 养 率

34（ 94.14） *

30（ 85.71）

表 1 两组母乳喂养率比较[ 渊%冤]

注 ： * 与 对 照 组 比 较 ， 2=4.291，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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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研 究 显 示 [16]， 情 绪 与 产 妇 乳 汁 泌 乳 密 切 相 关 ， 情

绪 稳 定 有 利 于 加 强 机 体 的 调 节 功 能 ， 促 进 乳 汁 分 泌 。

而 负 面 情 绪 的 影 响 会 增 加 肾 上 腺 素 的 分 泌 ， 从 而 减

少 乳 腺 血 流 量 ， 阻 碍 相 关 激 素 、 营 养 物 质 进 入 乳 房 ，

从 而 导 致 乳 汁 分 泌 减 少 [17]， 可 通 过 护 理 干 预 改 善 产

妇 负 面 情 绪 ， 进 一 步 促 进 乳 汁 分 泌 、 母 乳 喂 养 的 顺 利

进 行 ； 但 剖 宫 产 术 初 产 妇 因 产 后 受 麻 醉 、 疼 痛 等 影

响 ， 恢 复 较 慢 ， 均 会 影 响 母 乳 喂 养 率 [18]。 研 究 显 示 [19]，

早 期 协 同 式 护 理 干 预 通 过 1 名 责 任 家 属 与 护 理 人 员

的 早 期 协 同 配 合 ， 可 实 现 多 途 径 引 导 、 干 预 、 鼓 励 ， 很

大 程 度 上 改 善 初 产 妇 剖 宫 产 术 后 母 乳 喂 养 情 况 及 负

面 情 绪 ， 但 具 体 应 用 效 果 还 需 临 床 进 一 步 研 究 证 实 。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观 察 组 母 乳 喂 养 率 高 于 对 照

组 （ 约0.05） ， 提 示 早 期 协 同 式 护 理 干 预 可 提 高 母 乳

喂 养 率 ， 促 进 初 产 妇 剖 宫 产 术 后 母 乳 喂 养 的 开 展 ， 是

一 种 有 效 的 护 理 模 式 。 观 察 组 开 始 泌 乳 时 间 短 于 对

照 组 ， 产 后 3 d 泌 乳 量 、 每 天 哺 乳 次 数 均 大 于 对 照 组

（ 约0.05） ， 表 明 该 护 理 模 式 可 促 进 乳 汁 分 泌 ， 缩 短 开

始 泌 乳 时 间 ， 增 加 产 后 3 d 乳 汁 分 泌 量 和 每 天 哺 乳

次 数 ， 该 结 论 与 邱 文 慧 [20]的 报 道 相 似 ， 分 析 认 为 是 因

早 期 协 同 式 护 理 可 提 高 产 妇 和 家 属 对 母 乳 喂 养 的 认

知 ， 进 一 步 提 高 其 积 极 配 合 度 ， 且 家 属 的 监 督 作 用 ，

提 升 了 母 乳 喂 养 的 依 从 性 ， 实 现 产 后 有 效 吮 吸 ， 进 而

可 促 进 乳 汁 分 泌 。 观 察 组 母 乳 喂 养 效 能 感 评 分 各 维

度 评 分 均 高 于 对 照 组 （ 约0.05） ， 表 明 应 用 该 护 理 模

式 可 提 高 产 妇 母 乳 喂 养 技 巧 和 母 乳 喂 养 初 体 验 ， 进

而 增 强 母 乳 喂 养 的 自 信 心 ， 积 极 配 合 相 关 护 理 ， 促 进

母 乳 喂 养 的 顺 利 进 行 。 观 察 组 焦 虑 评 分 、 抑 郁 评 分 均

低 于 对 照 组 （ 约0.05） ， 提 示 该 护 理 方 法 可 减 轻 患 者

负 面 情 绪 ， 避 免 或 减 小 不 良 情 绪 对 乳 汁 分 泌 的 影 响 ，

分 析 认 为 可 能 是 由 于 该 护 理 模 式 可 使 无 母 乳 喂 养 经

验 的 初 产 妇 保 持 正 确 的 喂 养 姿 势 ， 并 掌 握 喂 养 技 巧 ，

加 之 护 理 人 员 和 家 属 的 协 同 作 用 ， 使 产 妇 获 得 家 庭

支 持 ， 从 而 提 高 情 感 互 动 ， 减 轻 不 良 心 理 ， 避 免 负 面

情 绪 对 母 乳 喂 养 的 影 响 。 此 外 ， 观 察 组 护 理 满 意 度 高

于 对 照 组 （ 约0.05） ， 表 明 该 护 理 模 式 可 促 进 和 谐 护

患 关 系 ， 提 高 护 理 满 意 度 。

综 上 所 述 ， 早 期 协 同 式 护 理 干 预 对 初 产 妇 剖 宫

产 术 后 母 乳 喂 养 情 况 及 负 面 情 绪 具 有 积 极 的 影 响 ，

可 提 高 母 乳 喂 养 成 功 率 ， 减 轻 负 面 情 绪 ， 提 高 母 乳 喂

养 效 能 感 ， 缩 短 初 始 泌 乳 时 间 ， 增 加 泌 乳 量 ， 提 升 患

护 理 满 意 度 ， 具 有 重 要 的 临 床 应 用 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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