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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综合支持对初产妇分娩自我管理的效果
崔艳兰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沙琅镇中心卫生院妇产科 茂名 525000）

摘要：目的：探讨基于社会综合支持在初产妇中应用对分娩自我管理的效果。方法：选取 2016 年 7 月 ~2017 年 6 月我院产前
门诊建档初产妇 96 例，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常规组各 48 例。干预组给予基于社会综合支持，常规组给予常规产前教育。比较两组产

妇不良妊娠结局及自我管理能力。 结果：干预组剖宫产、产后出血、胎儿窒息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组，且技能掌握、健康教育掌握、

母乳喂养、内心活动评分均高于常规组（P＜0.05）。结论：基于社会综合支持在初产妇中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提高产妇自我管理能

力，降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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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过程中产妇承受分娩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
险、 分娩疼痛等均会影响产妇分娩的信心和结局。
由于产妇缺乏相关专业知识，难以进行自我有效管
理，而提高产妇自我管理能力，对分娩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1]。 基于社会综合支持应用社会理论在产妇分
娩前进行健康教育，讲解相关分娩经验[2]。 本研究探
讨在初产妇中实施基于社会综合支持对分娩自我管
理效果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6年 7月 ~2017年 6月我
院产前门诊建档初产妇 96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干预组和常规组各 48例。 干预组年龄 18~38岁，平
均年龄（27.1±2.3） 岁； 孕周 28~42周， 平均孕周
（33.8±1.1） 周。 常规组年龄 18~39 岁， 平均年龄
（27.6±3.1）岁；孕周 27~41周，平均孕周（33.5±1.2）
周。 两组产妇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1.2%%%%纳入及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初产妇；孕
32~35周； 所有产妇均在我院产前门诊建立档案并
规律产检；产妇及其家属均在医务人员的告知下自
愿配合完成本次研究。（2）排除标准：合并有严重妊
娠并发症者，如子痫前期、先兆早产等；合并有严重
心功能不全，肝肾功能障碍者；干预期间依从性差，
不能配合完成健康教育和研究者；随访失败，不能获
得完整临床资料者。
1.3%%%%护理方法 常规组实施常规产前检查和健康
教育。 干预组在常规组基础上实施基于社会综合支
持干预。
1.3.1%%%%成立社会支持理论班 入选孕妇为班级成
员，由产科医师、护士、助产士共同组成授课团队，每
周 1、3、5授课，产妇分批次进行学习，共授课 1 个
月。
1.3.2%%%%授课内容 讲解社会中有关分娩及分娩管理

经验和支持。（1）直接经验：制作 PPT讲解分娩机
制、分娩过程、分娩中相关注意事项，分娩后产褥卫
生管理、母乳喂养管理、母婴互动等。（2）替代经验：
通过现场示范和播放视频方法， 学习其它产妇在分
娩如何保持良好心态、如何放松、如何保持舒适性；
指导产妇在分娩过程中调节呼吸， 产后正确进行卫
生护理干预，正确母乳喂养，树立产妇分娩信心。（3）
目标劝导：对每位产妇在分娩前制定健康目标，以目
标为基准，帮助产妇进行强化、改善和调节。（4）启动
社会支持系统：发动产妇家属及亲朋好友，多给予产
妇鼓励和安慰，提高社会支持能力。干预后对两组产
妇进行随访直到分娩后 42%d。
1.4%%%%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产妇早产、剖宫产、产
后出血、胎儿窒息等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2）比较
两组产妇的自我管理能力， 采用母乳喂养自我效能
量表（BSES），并结合本次研究方法进行改良，对产
妇技能掌握、健康教育掌握、母乳喂养、内心活动等
4个维度进行评分，每项内容总分为 50分，分值越
高表示自我管理能力越好[3]。
1.5%%%%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4.0统计软件对研究
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以%表示，进行 字2检
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进行 t检验，P＜0.05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产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比较 干预组
早产与常规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剖宫产、产
后出血、胎儿窒息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组，P＜0.05。
见表 1。

表 1%%%%两组产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比较[例（%）]

2.2%%%%两组产妇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比较 干预组技

组别 n 早产 剖宫产 产后出血 胎儿窒息

干预组
常规组
P

48
48

0（0.00）
1（2.08）
＞0.05

9（18.75）
19（39.58）
＜0.05

0（0.00）
4（8.33）
＜0.05

1（2.08）
3（6.2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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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掌握、健康教育掌握、母乳喂养、内心活动评分均
高于常规组，P＜0.05。 见表 2。

表 2%%%%两组产妇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比较（分，x%±s）

3%%%%讨论
初产妇在分娩过程中承受疼痛、分娩风险等均

会带来精神压力，影响产妇正常生理平衡，可增加剖
宫产、产后出血等不良分娩结局发生率，影响分娩质
量[4]。 研究指出[5]，初产妇缺乏妊娠和分娩相关知识，
难以提高自身管理能力。 相关研究发现[6]，家庭、社
会部分对传统的妊娠和分娩观念存在一定的偏差和
错误，而产妇及家属深受传统观念影响，在一定程度
上不利于妊娠和分娩。 纠正产妇错误的妊娠和分娩
知识，提高产妇自身管理能力，对降低不良妊娠结
局，提高分娩质量和管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产前门诊对产妇进行常规健康教育，但产妇健
康知识掌握度、依从性及自我管理方面的提高效果
不明显。根据相关社会理论知识，在初产妇中实施综
合支持干预， 以授课方式向初产妇传授妊娠和分娩
相关知识，通过直接讲解、间接学习、制定目标及家
庭和社会支持等形式进行综合干预， 相对于传统健

康教育可显著提高产妇自我管理能力。 研究指出[7]，
培养孕妇自我管理能力，对妊娠过程中饮食、运动执
行，对分娩后产褥、母乳喂养自我管理均具有重要意
义。 曹辉等[8]学者在延边地区初产妇中加强社会支
持和母乳喂养自我管理能力， 显著提高经阴道分娩
率及产后母乳喂养率。本研究结果与其具有一致性。

综上所述， 基于社会综合支持在初产妇中应用
效果显著，可有效提高产妇自我管理能力，降低不良
妊娠结局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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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技能掌握 健康教育掌握 母乳喂养 内心活动

干预组
常规组
t
P

48
48

41.8±3.2
22.9±7.6
15.879%2
＜0.05

40.7±4.8
25.4±6.4
13.250%2
＜0.05

43.3±3.0
36.8±3.5
9.769%1
＜0.05

42.0±3.9
35.1±4.0
8.557%0
＜0.05

一次性根管与分次根管治疗牙髓根尖周病临床疗效对比
杨芬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口腔科 深圳 518052）

摘要：目的：比较一次性根管与分次根管治疗牙髓根尖周病的临床效果。 方法：选取我院 2015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收治的
96 例（96 颗牙）牙髓根尖周病患者，运用双色球随机分组法分为观察组（n=48）和对照组（n=48），对照组采用分次根管治疗，观察组

采用一次性根管治疗，分析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 结果：观察组治疗成功率为 93.7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5.00%（P＜0.05）；观
察组患者炎症消退时间、疼痛消退时间、治疗总时间、治疗总费用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 结论：采用一次性根管治疗牙髓根

尖周病患者，效果确切，可缩短治疗时间，减轻患者疼痛，提高治疗效果，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牙髓根尖周病；一次性根管；分次根管；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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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口腔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 牙髓根
尖周病是牙髓根尖周围组织的一种疾病，发病原因
和机制十分复杂，与感染、创伤、牙源性因素、肿瘤等
有关，一般表现为牙髓充血、肉芽肿、根尖囊肿、脓肿
等，降低了患者生活质量。 根管治疗是临床治疗牙
髓根尖周病常用手段，随着根管治疗技术、材料不断
改进和完善，一次性根管治疗在临床广泛应用，可减
少患者复诊次数，节省治疗时间，降低感染率，得到

了广大医师和患者的认可。本文收集了 96例（96颗
牙）牙髓根尖周病患者资料，分析一次性根管和分次
根管治疗牙髓根尖周病的疗效。 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5年 9月 ~2016年 9
月收治的牙髓根尖周病患者 96例为研究对象，其中
男 58 例，女 38 例；年龄 26~68 岁，平均（37.82±
10.30）岁；患牙部位：68颗前牙，19颗前磨牙，9颗磨
牙。 入组标准[1]：经 X线检查，确诊为牙髓根尖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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