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园地 

 192 

医学研究 

系统护理对妊娠合并症产妇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水平及母乳

喂养率的影响 
卢春静 

(邢台市第九医院(巨鹿县医院)  河北邢台  055250） 

摘要：目的：分析研究系统性护理措施，应用于妊娠合并症产妇母乳喂养中的应用价值，以及对提升产妇母乳喂养知识掌握度的影响。方

法：抽选出 2022 年 1 月~2024 年 1 月在本院接受分娩的妊娠合并症产妇作为研究样本，共抽选出 70 例产妇，按照抽签的方式将其分为两

组：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35 例产妇。其中对照组妊娠合并症产妇展开常规护理，而观察组则实施系统护理。对比护理前后两组产妇的

负面情绪评分、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水平以及母乳喂养率。结果：护理前两组妊娠合并症产妇的负面情绪评分对比：P＞0.05；护理后，观察

组妊娠合并症产妇的负面情绪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产妇母乳喂养知识掌握率高达 88.57%，母乳喂养率 94.28%，各项数

据均超过对照组（P＜0.05）。结论：系统性护理非常适用于妊娠合并症产妇，能够明显提升产妇母乳喂养率，改善产妇母乳喂养知识掌握

水平，减轻产妇的心理压力，具有较高的作用价值，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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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合并症指的是妊娠期出现并且存在的疾病，包

括各种会对妊娠产生影响的并发症，反过来妊娠也对各

种合并症的病情造成影响，常见的妊娠期合并症包括[1]：

妊高症、慢性肾炎、妊娠合并肺结核、以及妊娠合并心

脏病等。妊娠合并症的发生会威胁到孕妇以及胎儿自身

的健康，所以孕产妇需要对妊娠合并症进行了解，而护

理人员则需要高度关注妊娠合并症孕产妇的健康，避免

其身体状态出现异常。部分产妇认为在孕期时如果机体

出现异常，则不可以展开母乳喂养，进一步阻碍了母乳

喂养率[2]。然而实际上现代医学非常提倡母乳喂养，母乳

当中所含有的营养成分，对促进新生儿成长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妊娠合并症产妇展开优质有效的护

理服务非常重要，在本次研究当中对本院收治的妊娠合

并症产妇进行分析，详细如下正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线信息 

抽选出在本院接受接受分娩的妊娠合并症产妇作为

研究对象，收治时间范围：2022 年 1 月~2024 年 1 月，

共选择 70 例病患，并按照抽签法分为：对照组、观察组，

每组 35 例。前者采取常规护理，后者展开系统护理，所

有产妇均合并患有妊娠并发症，产妇均具有积极的配合

度；排除标准：排除合并患有精神障碍、用药禁忌症、

不良妊娠病史产妇。 

对照组：年龄范围：25~35 岁之间，平均年龄值为：

30.4±3.2 岁，产妇的孕周范围 33 周~38 周，平均为：35.7

±1.1 周；观察组年龄：25~35 岁，平均值：30.5±3.8）

岁。对比上述 2 组产妇的基本资料，数据并无统计学意

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妊娠合并症产妇——常规护理，首先在入院

以后，安排专业的妇产科医护人员，与产妇展开面对面

沟通，向其发放宣传手册，使其了解母乳喂养作用，通

过合理的膳食指导，促使产妇保持良好的营养状态，安

排产妇与新生儿尽快接触，通过皮肤抚摸等方式，提升

母乳喂养效果[3]。观察组妊娠合并症产妇——系统护理措

施：（1）护理人员学习系统性护理知识后，在产妇入院

以后，迅速了解产妇的实际情况，对产妇的母乳喂养认

知进行评估，针对每位待产孕妇的母乳喂养了解知识不

同，制定合理有效的护理方案[4]。（2）系统性心理干预：

由于妊娠合并症产妇大多会在产前出现焦虑、恐惧等情

绪，影响到个人健康，会对胎儿的发育造成不良后果，

所以在入院以后，护理人员需要直接主动与产妇进行沟

通，了解产妇的身心状况，并且充分根据其心理活动情

况作出系统性分析。通过评估对其提出针对性，系统性

的护理干预措施，以全面消除产妇及其家属对于母乳认

知不足，同时多鼓励、多安慰、多引导，全面告知母乳

喂养的重要性以及保持良好身心状态的好处，促使孕产

妇可以正视自身身份的转变[5]。（3）系统性饮食护理：对

于存在不良饮食习惯的产妇，应当正确帮助产妇纠正错

误喜好，促使产妇保持科学合理的饮食，提升自身营养

水平的同时，有利于新生儿健康。尽量展开抚摸护理，

促使母婴之间建立良好的情感牵绊，促进母乳喂养效果。

告知孕产妇早期分泌乳汁的正确方案以及如何做好乳房

护理，尽量减少乳房并发症的发生。（4）系统性预防感

染护理：对于妊娠合并症产妇需要加强抗感染护理措施、

缩短巡视时间、注意观察产妇生命体征同时告知产妇新

生儿的具体情况，让新生儿尽早与产妇进行接触，从而

建立良好的情感联系。 

1.3 观察指标 

对比分析 2 组妊娠合并症产妇护理前后负面情绪：

SAS、SDS，分值评价标准分别为 50 分、53 分，分值越

高代表产妇焦虑、抑郁心理越严重。母乳喂养知识掌握

程度包括：掌握、部分掌握、未掌握。 

1.4 统计学分析 

评定本文研究结果使用 SPSS22.0 进行，计量数据经

由（ sx ± ）表述，t 检验获取处理结果，计数资料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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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X2 检验获取处理结果，通过分析如果 P 值

＜0.05，则表示具有影响。 

2 结果 

对比分析 2 组妊娠合并症产妇护理前后 SAS、SDS

分值 

护理前，2 组妊娠合并症产妇的 SAS、SDS 评分对比：

P＞0.05；护理后，观察组妊娠合并症产妇的 SAS、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数据比较：P＜0.05（详细见表 1）。 

表 1 对比 2 组妊娠合并症产妇护理前后 SAS、SDS

分值（ sx ± ） 

组别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3.62±3.56 51.04±3.29 54.78±3.29 51.26±2.59 

观察组 53.60±3.53 48.72±3.25 54.77±3.26 47.83±2.24 

卡方值 0.963 6.804 0.912 6.018 

P ＞0.05 ＜0.05 ＞0.05 ＜0.05 

3.1 对比 2 组妊娠合并症产妇母乳掌握程度 

观察组妊娠合并症产妇母乳掌握程度显著高于对照

组，数据对比结果：P＜0.05（见表 2）。 

表 2  对比 2 组妊娠合并症产妇母乳喂养掌握程度

（n/%） 

组别 掌握 部分掌握 未掌握 掌握率 

对照组 13（37.14）12（34.28） 10（28.57） 25（71.42） 

观察组 18（51.42）13（37.14） 4（11.42） 31（88.57） 

卡方值 —— —— —— 5.816 

P —— —— —— ＜0.05 

2.3 对比分析 2 组妊娠合并症产妇母乳喂养率 

观察组中，共有 33 例母乳喂养，母乳喂养率为：

94.28%；对照组中，共有 27 例母乳喂养，母乳喂养率为：

77.14%，数据对比结果：P＜0.05。 

7 讨论 

诸多研究表明，母乳是婴儿的天然营养物，所含有

的成分能够促进婴儿骨骼发育、智力发育、增强婴儿的

免疫能力，而母乳喂养也能够促进产妇子宫收缩，因此

减少产后出血以及其他并发症的发生[6]。母乳喂养的优势

在于既能够改善新生儿健康，还能够促进产妇康复，具

有较高的作用价值。目前临床上已经高度重视产妇母乳

喂养情况，提倡每一位孕产妇在分娩后及时展开正确的

母乳喂养[7]。通常情况下，健康的孕产妇在接受常规护理

措施以后，可以配合医护人员工作，达到良好的护理效

果。但是对于妊娠合并症产妇而言，因为自身健康存在

异常，所以很容易出现负面情绪，导致孕产妇不愿意、

不配合母乳喂养[8-9]。考虑到孕产妇的特殊情况，以及女

性对于母乳喂养的认知度、了解度不同，在产后需要采

取针对性、系统性、多方面性的护理指导，展开综合性

考虑，提供多项护理干预措施，提升护理服务质量。本

文中所采取的系统性护理措施，通过结合现代护理需求，

将系统化措施贯穿于全程围产期护理中，该护理服务具

有系统性、决策性、科学性，充分的展现了系统护理干

预措施的优势，不仅可以显著改善孕产妇的身心压力，

还能够促使产妇正确认知母乳喂养知识，积极主动的接

受母乳喂养[10]。在本次研究当中，观察组妊娠合并症产

妇护理后情绪评分明显降低，与对照组相比较存在统计

学意义：P＜0.05。而且观察组妊娠合并症产妇护理后母

乳喂养率大大提升，数据对比结果：P＜0.05。总而言之，

针对妊娠合并症产妇展开系统护理措施，能够明显改善

产妇对于母乳喂养的认知，提高孕产妇对母乳喂养的接

受度，从而保证母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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