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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护理中母婴床旁护理模式的应用效果研究 
陈  扉  廖秀芳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产科） 

摘要:目的：探究产科护理中母婴床旁护理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将产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产妇产后采用母婴床旁护理模式进
行护理干预，对照组产妇产后采用常规护理措施进行干预。结果：观察组产妇的健康教育知识掌握情况、护理满意度、婴儿护理技术操作
评分及产后焦虑抑郁情况等都显著优于对照组。 
结论：母婴床旁护理模式有较好的临床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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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母婴同室概念是由英国护理学者首次提出的，随后在日本兴
起，目前一些临床研究也证明通过母婴同室护理的方式能够有效的
改善母子关系，母婴床旁护理作为产科护理的新模式其临床应用效
果也得到了一定的肯定。本次研究主要对母婴床旁护理的具有应用
效果展开讨论与研究现将研究内容报道如下。 
1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取 2019 年 1 月到 2019 年 11 月在我院产科住院分娩的产妇
160 例，采用随机数表法在产妇进入产后区后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
照组，每组各 80 名产妇。观察组产妇采用母婴床旁护理模式进行
护理干预，对照组产妇采用传统护理模式进行护理干预。观察组产
妇年龄在 22 到 38 岁之间，平均年龄（27.3±2.7）岁，顺产 52 例，
剖宫产 28 例；对照组产妇年龄在 23 到 38 岁之间，平均年龄（27.8
±2.4）岁，顺产 50 例，剖宫产 30 例。两组产妇基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1.2研究方法 

将产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产妇采用母婴床旁护理模
式进行护理干预。具体护理内容及方式包括：①耳聋基因检测、母
乳喂养指导、婴儿经皮胆红素测定、产妇产后伤口护理、预防接种、
婴儿会阴护理、换尿布、产妇恶露观察、婴儿臀部护理、产妇子宫
收缩护理、婴儿脐部护理、婴儿抚触、婴儿沐浴等；②母婴护理过
程中对产妇做必要的演示，根据产妇的情况让其学习并参与其中，
用模型让产妇加强必要的操作练习等；③产后育儿知识宣传及保健
知识宣教；④每天一次床旁婴儿护理，每次 30 分钟[1]。 

1.3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产妇达预产期；②产科标准化生产；③产妇或家
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产妇有精神疾患、严重焦虑或抑郁；②
产妇合并其他器质性疾病；③生产不顺、早产或因产后出血重症监
护的[2]。 

1.4观察指标 

①产妇健康教育知识掌握情况（自制评价表）；②产妇满意度
调查（自制评价表）；③产妇护理技术操作评分（自制评价表）；④
产前产后焦虑抑郁情况评价（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自制评价问卷
均经过信度与效度评价信度在0.79到 0.88之间，各问卷效度在0.71
到 0.82 之间，信度与效度均符合要求。 

1.5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 spss24.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将数据进
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及 t 检验等[3]。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健康教育知识掌握情况 

在观察组产妇进行母婴床旁护理后其健康教育知识得分为
（85.62±6.24）分，远高于对照组产妇的（73.26±5.23）分，将母
婴床旁护理组产妇与常规护理组产妇的健康教育知识进行 t 检验，
其 P 值小于 0.05，因此观察组产妇健康教育知识掌握情况是显著高
于对照组的。 

2.2满意度 

对两组产妇护理干预后的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分析，观察组产
妇其护理满意度得分为（96.00±1.25）分，远高于对照组的（72.31
±4.82）分。将母婴床旁护理组护理满意度得分与常规护理组产妇

满意度得分进行 t 检验 P＜0.05，因此观察组产妇护理满意度显著
高于对照组。 

2.3护理技术操作评分 

在护理技术操作项目中母婴床旁护理组与常规护理组得分分
别为（85.25±8.03）与（75.02±6.73）分，观察组产妇得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产妇。将两组产妇得分进行 t 检验 p 值小于 0.05，因此观
察组产妇其新生儿护理技术操作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2.4产后焦虑抑郁情况 

观察组与对照组产妇护理干预前焦虑得分分别为（55.62±
4.63）分、（56.23±4.34）分；抑郁得分分别为（59.32±5.62）分、
（58.83±5.83）分。 产前两组产妇的焦虑得分及抑郁得分比较并
不存在差异。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产妇焦虑得分为（43.21±4.32）分，抑郁得
分为（45.11±4.65）分；对照组产妇护理干预后焦虑得分为（50.43
±4.82）分，抑郁得分为（54.41±5.11）分。将两组产妇产后焦虑
及抑郁得分进行 t检验p值均小于0.05,因此观察组产妇进行母婴床
旁护理后其焦虑及抑郁情况都显著优于对照组。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通过本次研究母婴床旁护理组产妇的健康教育知识掌握情况
得到了显著提高，得分远高于常规护理组同时 p 值小于 0.05，因此
母婴床旁护理模式能够有效的提高产妇健康教育知识的掌握情况。 

经过母婴床旁护理后产妇的护理满意度也有了较大的提高，经
过 2.2 的分析可知，本次研究中母婴床旁护理组产妇与常规护理组
相比有更高的满意度，P 值小于 0.05，因此母婴床旁护理模式能够
有效的提高产妇的护理满意度。 

由 2.3 的分析可知经由母婴床旁护理的产妇有更好的婴儿护理
操作技术，这与母婴长期同室，护士的指导及讲解以及产妇的自主
学习是分不开的。由于母婴床旁护理护士在对婴儿进行护理时产妇
都能在一旁学习观看还能得到护士的指导其婴儿护理水平自然会
有很大的提高。母婴床旁护理能够显著提高产妇婴儿护理操作技
术。 

经过母婴床旁护理后产妇的焦虑及抑郁情况明显好于经常规
护理的产妇。通过 2.4 的数据分析可知母婴床旁护理后产妇的焦虑
及抑郁情况都有明显的改善 。说明通过母婴床旁护理的方式对防
止产妇产后出现焦虑及抑郁是十分有帮助的。母婴床旁护理能够有
效防止产妇产后焦虑及抑郁的发生。 

3.2建议 

由于母婴床旁护理对提高产妇产后健康教育知识掌握情况、护
理满意度、婴儿护理技术操作评分以及降低产妇产后产后焦虑抑郁
的发生等都有较好的效果因此在临床中有较好的推广及应用价值。
由于其作用积极对产妇及婴儿都具有较好的影响，值得在临床吐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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