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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将产后康复护理应用于产妇护理中，对乳汁分泌量与乳房肿胀疼痛的干预效果。方法：试验者是 2021.06 至 2022.06 在医院分娩的

产妇共 78 例，采取随机信封法分作相同例数 2 组，护理方式为常规护理及康复护理，比对组间施护效果。结果：观察组乳汁分泌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观察组乳房肿胀疼痛感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以产后康复护理对产妇施护，可促进其产后乳汁分泌的同时，还能起到缓解其乳房疼痛感的作

用，临床借鉴意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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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婴儿而言，母乳属于理想天然食品，富含丰富营养成分，

并且含大量免疫抗体，利于促进婴儿智力与体格发育，可减少婴儿

受疾病与病毒侵袭，同时还能够增强其机体免疫能力[1]。但由于在

分娩后，产妇乳房大多处在过度充盈或者乳腺管不通状态，易导致

婴儿出现吸吮困难，且乳沟凹陷也会造成产妇发生乳房疼痛、肿胀

等症状，不利于产妇恢复的同时，还会影响到母乳喂养率，故而积

极提供有效护理干预则显得至关重要[2]。本试验目的是分析以产后

康复护理对产妇施护的意义，现作出如下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对象是 78 例分娩产妇，分组方式是随机信封法，对照组：年

龄分界值及均龄 22 岁至 34 岁（28.71±4.58 岁），孕周及均值 37

周至 40 周（39.12±0.94 周）；观察组：年龄最高 35 岁，年龄最低

21 岁，均龄 28.94±4.62 岁，孕周最高 41 周，孕周最低 37 周，均

值 39.25±1.01 周。对组间对象相关资料实施分析后显示，P＞0.05，

表明此次试验可进行对比，且符合临床医学伦理学相关要求。 

1.2 方法 

对照组提供常规产后护理，结合产妇症状与主诉要求，做好病

房环境护理、育儿知识宣教等指导，强化产妇与新生儿各项生命体

征监测工作，一旦发生异常需立刻上报医师予以对症干预；观察组

提供产后康复护理，措施为：（1）多于产妇进行沟通，对其倾述需

耐心倾听，结合产妇机体状态，予以专业医疗指导及心理干预，及

时消除产妇的不良情绪；（2）结合产妇恢复情况，为其制定出合理、

科学膳食方案，指导其所使用富含高纤维素、高热量及高蛋白类食

物，与银耳、鱼肉等，可同时食用催乳类食物，以此来确保新生儿

营养供应；对于存在失眠情况者，可指导其多食用富含钙质、色氨

酸类食物，以此来提升产妇睡眠质量；（3）在产妇哺乳之前，以温

度为 40℃至 45℃的热毛巾对其乳房进行热敷，持续时间为 10min

左右；对产妇乳房进行按摩，结合其感受对按摩力度进行合理调整；

在完成哺乳后，可借助康复治疗仪予以低频脉冲刺激，每日 2 次，

每次时间为 30min，2 次/日；（4）在婴儿出生 0.5h 内，应指导产妇

以母乳方式喂养，但对于剖宫产产妇而言，其分娩后机体较为疲惫，

可知道产妇以侧卧位或者卧位进行喂养，待机体康复之后，可采取

坐位喂养；在喂养期间，以一手将婴儿托住，将其胸腹部与自己身

体贴紧，下颌紧贴于乳房，促使婴儿口含住乳头乳晕进行吸吮，同

时产妇可一边以手指朝内轻压，便于促进乳汁尽快排空。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乳汁分泌量，对比指标：a.多，每次哺乳满足婴儿需求，

并且还有乳汁剩余；b.一般，每日哺乳量基本能够满足婴儿需求；

c.少，乳汁分泌量不满足婴儿需求，需要添加代乳品； 

（2）乳房肿胀疼痛程度，以视觉模拟评分法评价，总分 10 分，

疼痛度随得分增加反映疼痛感越强烈。 

1.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的分析选以统计学软件（版本为 SPSS22.0），计数资

料采用百分数/%表示，以卡方值/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sx ± ）

表示，以 t 值检验，分析后显示组间和（或）组内数据值 P＜0.05，

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乳汁分泌量 

表 1 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乳汁分泌量更多，P＜0.05。 

表 1 对比乳汁分泌量（n，%） 

组别 例数 少 一般 多 

对照组 39 9（23.08） 22（56.41） 8（20.51） 

观察组 39 2（5.13） 20（51.28） 17（43.59） 

x2 值 - 5.186 0.206 4.768 

P 值 - 0.023 0.650 0.029 

2.2 乳房肿胀疼痛程度 

表 2 显示，观察组疼痛度低于对照组，P＜0.05。 

表 2 对比乳房肿胀疼痛程度（ sx ± ，分） 

组别 例数 施护前 施护后 

对照组 39 6.21±0.84 3.35±0.32 

观察组 39 6.15±0.91 2.26±0.51 

t 值 - 0.303 11.306 

P 值 - 0.763 0.000 

3 讨论 

在产妇分娩后，机体会出现一系列生理变化，但对于产妇而言，

尤其是初产妇，其对于保健知识与育儿知识缺乏了解，且面临乳汁

缺乏分泌及乳房胀痛困扰，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其配合度，甚至于

出现不愿意以母乳方式喂养，不利于产妇产后恢复及婴儿发育[3-4]。

产后康复护理包括热敷、按摩等护理内容，可刺激催乳素产生并形

成射乳反射，利于提前乳汁分泌时间的同时，还能够对产妇的乳房

胀痛情况进行缓解，确保乳腺导管处于通畅状态，以此来提升乳汁

分泌量[5]。本试验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乳汁分泌量较高，

且乳房疼痛度较轻，P＜0.05，可见以产后康复护理进行干预，具备

较高有效性及可靠性，临床应用意义较高。 

综上所述，将产后康复护理应用于产妇产后护理中，所得到的

护理效果较为确切，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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