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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床旁护理模式对初产妇进行干预后获得的临床效果分析 

王海敏  冀娜娜 

(青州市人民医院  山东青州  262500) 

摘要：目的：分析母婴床旁护理模式对初产妇进行干预后获得的临床效果。方法：在我院 2022 年第 3-4 季度收治的初产妇中抽取 116 例并纳

入研究主体，按随机数字表分组法分为观察组（n=58）和参照组（n=58），实施常规护理模式于参考组，实施母婴床旁护理模式于观察组，针

对不同组指标进行详细比较。结果：参照组护理前的焦虑评分（HAMA）为（42.95±1.05）分、抑郁评分（HAMD）为（40.95±1.05）分，护

理后的焦虑评分（HAMA）为（31.84±1.16）分、抑郁评分（HAMD）为（15.84±1.58）分、母乳喂养知识掌握评分为（81.43±2.65）分、新

生儿护理技能掌握评分为（81.03±3.52）分、护理安全评分为（15.42±2.58）分、操作规范评分为（13.54±2.46）分、优质护理评分为（12.51

±2.49）分、健康教育评分为（12.18±2.82）分、消毒管理评分为（13.15±1.35）、护理满意度为 74.14%；观察组护理前的焦虑评分（HAMA）

为（43.15±1.85）分、抑郁评分（HAMD）为（40.65±1.35）分，护理后的焦虑评分（HAMA）为（21.53±2.47）分、抑郁评分（HAMD）为（22.96

±1.54）分、母乳喂养知识掌握评分为（90.46±2.77）分、新生儿护理技能掌握评分为（91.45±3.35）分、护理安全评分为（19.15±2.85）分、

操作规范评分为（18.95±1.05）分、优质护理评分为（18.61±2.39）分、健康教育评分为（18.65±1.85）分、消毒管理评分为（18.58±1.92）、

护理满意度为 98.27%，通过各项数据的综合比较得知：观察组产妇焦虑、抑郁、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新生儿护理技能掌握及护理质量评分均高

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分析均有意义（P＜0.05）。结论：初产妇在开展母婴床旁护理模式下更能够缓解不良情绪，掌握母乳喂养和新生儿照护技

巧，具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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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为已婚女性必经过程，尤其在当下社会经济和生活质量不

断改善的现状下，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护理质量的提升，常规

护理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护理质量的需求，母婴床旁护理模式作为

新生护理模式起到较好的护理效果[1]。作为一种近年来新兴的护理

干预手段，在妇产科实施母婴床旁护理干预手段，有助于初产妇更

快的掌握新生儿护理知识及产后护理等各项内容，加强母婴接触，

让产妇及家庭成员迅速的掌握新生儿的护理技能，以提高新生儿的

护理质量，并显著的改善产妇的护理质量，进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2]。为此，研究主要对于 116 例初产妇实施母婴床旁护理模式的

效果展开分析，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线数据 

在我院 2022 年第 3-4 季度收治的初产妇中抽取 116 例并纳入

研究主体，按随机数字表分组法分为观察组（n=58）和参照组

（n=58），全部产妇均为初产妇并签署我院知情同意书，经伦理会

批准认证后实施。观察组产妇中，年龄在 22-36 岁范围内、均数

（28.45±1.27）岁，孕周在 38-40 周范围内、均数（39.12±0.57）

周，文化水平：21 例初中及以下、37 例高中及以上，参照组产妇

中，年龄在 21-38 岁范围内、均数（27.65±1.32）岁，孕周在 38-41

周范围内、均数（39.55±0.61）周，文化水平：20 例初中及以下、

38 例高中及以上，在各项基线数据对比中，显示无统计（P＞0.05），

可进行下文比对。 

1.2 方法 

实施常规护理模式于参考组，产妇于顺产后，须时刻注意会阴

部位的清洁，由护理人员每日用 0.25%碘伏擦拭其会阴部位。同时，

护理人员应告知产妇日常保持充足睡眠和良好精神状态，针对产妇

乳汁分泌状况进行密切观察，根据产妇身体状况指导其开展产后康

复训练，鼓励母婴多接触，尽早吸吮产妇乳汁，以免发生涨奶，同

时由新生儿科主治医师每日深入病房为产妇讲解新生儿的护理知

识，强化产妇对新生儿护理知识的认识。 

实施母婴床旁护理模式于观察组，首先，护理人员给予产妇一

对一健康宣教，详细告知产妇临产征兆、分娩流程、母乳喂养及相

关注意事项，提高产妇对母乳喂养重要性的正确认知，更易于产妇

接受母乳喂养，其次，护理人员给予产妇心理疏导，通过与产妇主

诉心理情绪变化的方式掌握产妇是否存在不良情绪，针对不良情绪

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针对性心理疏导，不断提高产妇分娩信心和依

从性，帮助产妇尽早适应新角色，再次，给予新生儿床旁沐浴，通

过演示新生儿沐浴的方式让产妇及家属了解新生儿沐浴流程及方

法，并在新生儿沐浴过程中告知产妇及家属重要注意事项，待产妇

身体恢复后可指导产妇积极主动配合新生儿沐浴，以便更好的掌握

新生儿沐浴方法，最后，给予新生儿护理，护理人员需对新生儿脐

部进行护理，避免感染发生，指导新生儿游泳，保障新生儿睡眠质

量，促进新生儿健康成长。 

1.3 观察指标 

（1）经《汉密尔顿焦虑评分》和《汉密尔顿抑郁评分》对产

妇进行评分，每项各 50 分，分数越高表示产妇焦虑、抑郁情绪越

轻[3]。 

（2）经《母乳喂养知识掌握评分表》和《新生儿护理技能掌

握评分表》对产妇进行评分，以高分数代表产妇母乳喂养知识掌握

程度高、新生儿护理技能佳[4]； 

（3）使用《护理质量评分表》经由产妇对护理质量进行评分，

分别从护理安全、操作规范、优质护理、健康教育与消毒管理五个

维度进行护理质量评分，每项满分为 20 分，总分 100 分，分数与

护理质量呈正向相关性[5]。 

（4）通过评估问卷调查产妇护理满意程度，问卷总计 100 分，

不满意得分：0-50 分，满意得分：51-80 分，非常满意得分：81-100

分，总满意率为非常满意率和满意率两项加和。 

1.4 统计学处理 

此次临床调查所涉及的计量资料与计数资料分别用（x±s）与

百分数来代表，并在执行临床检验的过程中分别以 t 与 x2 作为其临

床检验工具，P 值在 0.05 以上表示各表内数据组间对比无明显差异，

则不符合研究标准，P 值在 0.05 以下表示各表内数据组间对比具明

显差异，则符合研究标准。 

2 结果 

2.1 对比护理前、护理后不同组产妇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 

两组产妇护理前、护理后的焦虑评分和抑郁评分比较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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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 1：对比护理前、护理后不同组产妇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   

[（x±s）/分] 

焦虑评分（HAMA） 抑郁评分（HAMD） 
组别 数量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 58 42.95±1.05 31.84±1.16 40.95±1.05 15.84±1.58 

观察组 58 43.15±1.85 21.53±2.47 40.65±1.35 22.96±1.54 

t - 0.873 18.182 0.869 18.316 

p - 0.365 ＜0.001 0.317 ＜0.001 

2.2 对比不同组产妇的母乳喂养知识掌握评分、新生儿护理技

能掌握评分 

两组产妇母乳喂养知识掌握评分、新生儿护理技能掌握评分比

较结果见表 2： 

表 2：对比不同组产妇的母乳喂养知识掌握评分、新生儿护理

技能掌握评分   [（x±s）/分] 

组别 数量 母乳喂养知识掌握评分 
新生儿护理技能掌握评

分 

参照组 58 （81.43±2.65） （81.03±3.52） 

观察组 58 （90.46±2.77） （91.45±3.35） 

t - 17.939 16.330 

p - ＜0.001 ＜0.001 

2.3 对比不同组产妇的护理质量评分 

两组产妇护理质量评分比较结果见表 3： 

表 3：对比不同组产妇的护理质量评分  [（x±s）/分] 

组别 数量 护理安全 操作规范 优质护理 健康教育 消毒管理 

参照组 58 （15.42±2.58） （13.54±2.46） （12.51±2.49） （12.18±2.82） （13.15±1.35） 

观察组 58 （19.15±2.85） （18.95±1.05） （18.61±2.39） （18.65±1.85） （18.58±1.92） 

t - 12.286 14.182 15.618 18.193 19.648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4 对比不同组产妇的护理满意度 

在参照组的 58 例产妇中，15 例表示对所给予从常规护理非常

满意、28 例表示满意、剩余 15 例产妇表示对所给予的常规护理不

满意，计算得知其护理满意度为 74.14%；在观察组的 58 例产妇中，

26 例表示对所给予从常规护理非常满意、28 例表示满意、仅有 1

例产妇表示对所给予的常规护理不满意，计算得知其护理满意度为

98.27%，通过对两组护理满意度的比较可知，观察组相较参照组明

显更高（P＜0.05），见表 4： 

表 4：对比不同组产妇的护理满意度   [n（%）] 

组别 数量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参照组 58 15（25.86）28（48.26）15（25.86）43（74.14）

观察组 58 26（50.01）28（48.26）1（1.73） 57（98.27）

X2 - - - - 14.210 

p - - - - ＜0.001 

3 讨论 

初产妇为首次分娩孕妇且无既往分娩经验，对分娩相关知识和

内容了解程度偏低，因为产妇及家庭沉浸在添丁进口的喜悦之中，

而一些产妇因为未得到家庭的过多关注，再加上其初为人母，缺乏

相应的分娩经验，因而极易发生产后抑郁，且对母乳喂养、新生儿

护理均不够了解，这也从根本上增加其产后抑郁的发病率[6-7]。以往

常规护理模式下无论是初产妇的负面情绪还是母乳喂养知识掌握、

新生护理技能掌握方面均不够理想，且护理质量相对偏低，所以传

统的常规护理因为其发挥的作用不显著，已不适用于当下护理需求
[8]。近年来，母婴床旁护理模式的出现和应用，不仅规避常规护理

的诸多不足，并且，通过开展健康教育可有效确保初产妇心理稳定，

避免焦虑、抑郁情绪的产生，大幅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生，待产妇分

娩成功后积极鼓励并引导产妇接受新角色、适应新角色，更易于产

妇积极配合新生儿母乳喂养及新生儿护理[9-10]。 

在此次临床研究工作中，选择我院妇产科近一年收治的部分初

产妇，并将其进行随机、数字化分组，并分别给予了不同的临床护

理干预手段，综合比较两组初产妇产后护理质量，本次结果显示：

观察组产妇在实施母婴床旁护理干预模式后，产妇的不良情绪得到

了有效的缓解，同时其各项护理技能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有效的

促进其临床护理质量的提升，其焦虑、抑郁、母乳喂养知识掌握、

新生儿护理技能掌握及护理质量评分均高于参照组，可以了解到，

与常规护理模式相比，母婴床旁护理模式下能够有效提升产妇焦

虑、抑郁、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新生儿护理技能掌握及护理质量评

分，与魏琴的《母婴床旁护理对改善初产妇产后焦虑,抑郁的作用分

析》结果类似，具有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初产妇行母婴床旁护理模式能够切实改善产妇不良

情绪，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生，同时提高产妇对母乳喂养知识和新生

儿护理的正确掌握，大幅改善护理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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