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忠告 Advice For Health 2021年第 13期

穴位敷贴联合心理护理对妊娠剧吐孕妇症状改善的影响

龚 艳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湖南 长沙 410005)

【摘要】目的：分析妊娠剧吐孕妇接受穴位敷贴及心理护理对其临床症状改善产生的作用及影响。 方法：选取 2019年 12
月至 2020年 12月我院收治的 90例妊娠剧吐孕妇，随机分为对照组及联合组，各 45例。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联合组给予穴
位敷贴联合心理护理;对两组干预后的临床疗效作出比较。结果：对照组各项负面情绪评分、恶心呕吐症状评分均高于联合组
(P ＜0.05)，患者总满意度低于联合组(P ＜0.05)。 结论：妊娠剧吐孕妇给予穴位敷贴联合心理护理，能够对其症状改善产生积
极影响，患者负面情绪也得到改善，应用价值突出，适合普及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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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妊娠早期出现的恶心、呕吐症状通常被称为孕吐，
若在此期间出现较为严重的恶心、呕吐症状，则需要对患者施
以及时的诊治及护理工作， 避免发生电解质紊乱等问题的出
现[1]。 常规西医干预方法主要通过静脉输液的形式完成，但不
能完全改善患者恶心呕吐症状， 由此会造成患者负面情绪逐
渐增多，对孕妇及胎儿的身体健康带来诸多不利影响[2]。 相关
研究显示，若采用穴位敷贴联合心理护理干预方法，能够有效
改善其恶心呕吐症状表现，并且逐步将其负性情绪加以改善，
促进其临床疗效的提升[3]。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9年 12月至 2020年 12月我院收治的 90例妊娠

剧吐孕妇，随机分为对照组及联合组，各 45例。 对照组患者年
龄 22～39岁，平均(29.25±2.66)岁;孕周 6～18周，平均(12.32±
2.51)周。联合组患者年龄 23～38岁，平均(29.34±2.71)岁;孕周
7～17周，平均(12.40±2.44)周。 两组基本资料比较无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 联合组应用穴位敷贴以及心理护

理干预，内容如下：(1)穴位敷贴。 方剂组成：姜半夏、陈皮研磨
成粉，用姜汁调匀，于中脘穴、内关穴进行敷贴，每日一次，每
次 4小时。 (2)心理护理：通过热情友善的态度为患者展开护
理干预，使之对护理人员充分信任，确保其负面情绪能够得到
改善。根据患者入院时的心理状态，为其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
导，引导患者逐步宣泄心中积压的负面情绪，使之能够逐步形
成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更加有助于诊疗效果的提升。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负性情绪及恶心呕吐症状评分改

变情况：负性情绪评分包括抑郁评分(经 SDS评价量表获取)
以及焦虑评分(经 SAS评价量表获取)，分值范围均为 20～50
分，分值高说明负性情绪严重。恶心呕吐症状评分经 PUQE量
表获取，分值范围在 3～15分之间，分值高说明恶心呕吐症状
重。

比较两组患者满意度情况：经本院自拟问卷调查表填写
的形式获取，问卷中评分内容共包括 4项，每项内容最高分值
均为 25分，最低分值均为 5分，总分值在 20～100分之间。 当
评分结果在 90分及以上时，说明患者对此十分满意;当评分
结果在 90分以下、60分及以上时，说明患者对此比较满意;当
评分结果在 60分以下、20分及以上时，说明患者对此不满意。
总满意度计算规则为十分满意度+比较满意度。

1.4数据处理
选用 SPSS19.0统计学软件处理分析，计数资料实施 χ2检

验，计量资料实施 t检验，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干预前后组间负性情绪评分及恶心呕吐症状评分结
果

组间接受干预前，其各项指标比较无明显区别(P ＞0.05)，
完成干预后，分值结果均有降低，且联合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具体见表 1。

表 1 组间负性情绪评分及恶心呕吐症状
评分干预前后比较情况(分，x±s)

2.2组间患者总满意度统计结果
联合组患者总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具体见

表 2。
表 2 组间患者总满意度比较情况[n(%)]

3讨论
导致女性妊娠剧吐的原因目前在临床中暂时无明确定

论，普遍认为与精神心理因素、高水平血清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等因素有关。 西医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调节电解质紊乱、止吐及
补液等，但疗效存在局限，还会导致患者心理负担进一步加重[4]。

中医将妊娠剧吐划分到妊娠恶阻病的患病范畴， 其观点
认为同患者脾胃虚弱等因素有关。 内关穴主要发挥调脾胃、止
吐、通经、安神的作用，中脘穴主要发挥调气和胃的作用。 而在
以上穴位进行贴敷，能够将药效直达患者机体，促进患者临床
症状的改善[5]。 有研究显示，良好的心态有助于改善妊娠剧吐
症状，因此在运用穴位贴敷的同时，再配合科学的心理护理干
预措施，能够逐步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使且患者对护理人员
的认可度进一步提升，对促进胎儿发育带来积极影响。 此次研
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抑郁评分、焦虑评分以及恶心呕吐症状评
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患者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05)。

综上所述，临床在对妊娠剧吐孕妇开展诊治工作时，应用
心理护理以及穴位贴敷干预的方式能够较好改善其负面情
绪，缓解其临床症状，提升其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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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联合组 45 17（37.78%） 26（57.78%） 2（4.44%） 43（95.56%）

对照组 45 14（31.11%） 21（46.67%） 10（22.22%） 35（77.78%）

χ2 6.153

P 0.013

组别 例数
抑郁评分 焦虑评分 恶心呕吐症状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联合组 45 65.25±1.84 30.25±1.33 65.71±1.64 31.11±1.69 12.44±2.01 4.21±1.55
对照组 45 65.33±1.76 36.82±1.46 65.80±1.35 37.03±1.44 12.37±1.87 8.03±1.32

t 0.210 22.315 0.284 17.886 0.171 12.586
P 0.833 0.000 0.776 0.000 0.86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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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压疮在老年卧床病人中较为多发，是人体长期压
迫局部组织，造成软组织持续营养不良、缺氧、缺血而出现坏
死溃烂的情况[1]。该病症若预防不及时，则会增加患者痛苦，增
加住院时间，并对疾病康复造成不利影响[2]。 以往对老年卧床
患者采取常规预防性护理方法为 50%红花酒精， 效果并不理
想，而在此前提下，联合中医按摩手法，则可提升预防压疮的
效果[3]。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
以 2019年 5月至 2021年 1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0例老年

卧床患者为研究对象，按不同干预将其分为两组，每组 40例。
实验组男性 23例，女性 17例;年龄 60～85岁，平均(73.2±4.1)
岁。 参照组男性 22例，女性 18例;年龄 60～85岁，平均(73.4±
4.5)岁。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对比无较大差异，P ＞0.05。

1.2方法
参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对患者受压处采用翻身垫、海

绵垫、气垫床等悬空，协助患者定时翻身，一般每 2h翻身 1次，
以对身体各部位压力间歇解除，操作时动作轻柔，避免推、拉、
拖等动作。 定时检查患者皮肤情况，定时查房，将压疮的发生
原因、预防方法详细告知患者，介绍基础护理技巧，给予患者
安慰和鼓励，嘱咐患者保持良好心态。根据患者病情和营养状
况，制定饮食营养计划。 指导患者保持个人卫生，注意保持皮
肤整洁和干净。

实验组在前组的基础上应用 50%红花酒精结合中医按摩
手法护理。 准备当归尾、红花各 30g，配置红花酒精溶液，浓度
50%。 将前述药材浸泡于 50%乙醇溶液(1L)中，时间约 3d，留
取上清液，去除残渣备用。 采用 50%红花酒精药液在患者受压
部位涂擦，通过擦、搓、捏、揉、摩、按等方式，手掌或手指有节
奏、反复挤压、摩擦、按压受压部位，轻柔操作，按摩 2 次/d，
30min/次，以患者耐受为宜。

1.3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压疮率、总满意率(工具为自制调查问卷，评估

结果分值为 100 分，分为不满意(低于 60 分)、一般(60～89
分)、满意(高于 90分)等三个选项。 )及住院时间。

1.4分析数据
文中数据由统计人员处理分析并得出结论， 工具为

SPSS22.0软件，计量、计数等结果资料用 χ2、t检验差异大小，
分别用“x±s”和(%)表示结果，当 P ＜0.05时，统计显示差异明
显较大。

2结果
2.1对比两组护理效果
实验组住院时间(13.1±3.2)d，发生压疮 3例(7.5%)，参照

组住院时间(18.2±4.6)d，发生压疮 10例(25.0%)，两组对比各
项数据后发现实验组更优，统计显示差异明显较大(P ＜0.05)。

2.2对比两组总满意率
表 1中所示， 两组对比总满意率的数据后发现实验组更

优，统计显示差异明显较大(P ＜0.05)。
表 1 对比两组总满意率[例(%)]

注：与参照组相比，*P ＜0.05。
3讨论
长时间卧床的老年患者，易引发多种基础疾病，全身营养

缺乏、皮肤抵抗力降低，肌肉萎缩，发生压疮的风险较高。 压疮
发生后，患者的受压处出现溃疡、水疱、红斑等症状，若护理不
当，则能造成皮肤溃烂、破溃，易发生感染，从而导致患者病情
加重 [4]。 对患者采用 50%红花酒精结合中医按摩手法加以护
理，前者可散瘀止痛、活血通经，且可加速血液循环;后者可推
行气血、舒筋通络，松解软组织粘连，促进血液循环，进而避免
压疮，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促进其病情康复 [5]。 本研究结果显
示，两组对比压疮率、总满意率及住院时间等数据后发现实验
组更优，统计显示差异明显较大(P ＜0.05)。

综上所述， 老年卧床患者应用 50%红花酒精结合中医按
摩手法护理的效果显著， 即可缩短住院时间， 减少压疮发生
率，且患者普遍满意，可做进一步推广。

参考文献
[1]陈晨,黄琪.中医按摩手法结合 50%红花酒精预防老年

髋关节置换患者压疮的临床观察[J].医学信息,2018,4(48):230.
[2]周岚,王美华,刘莉君.自制液压垫预防髋部骨折卧床后

压力性皮肤损伤效果观察[J].医药前沿,2019,9(29):146-148.
[3]韦春念.预防性压疮护理在老年重症卧床患者的临床效

果[J]. 长寿,2020,03(8):144.
[4]蔡秀菊.长期卧床老年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对预防压疮的

效果探讨[J]. 糖尿病天地,2020,02(2)：238.
[5]戴尚红.预见性护理对预防老年卧床患者压疮的效果观

察[J]. 养生保健指南,2019,14(28):121.

中医按摩手法结合 50%红花酒精对
老年卧床患者预防压疮的护理效果

刘粉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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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老年卧床患者应用 50%红花酒精结合中医按摩手法护理对预防压疮的效果。方法：以 2019年 5月至 2021年
1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0例老年卧床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不同干预分为两组，每组 40例。 参照组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在前组的
基础上应用 50%红花酒精结合中医按摩手法护理;比较两组压疮率、总满意率及住院时间。结果：对比压疮率、总满意率及住院时间
等数据，实验组更优，统计显示差异明显较大(P ＜0.05)。 结论：老年卧床患者应用 50%红花酒精结合中医按摩手法护理的效果显
著，可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减少患者压疮发生率，患者普遍满意，可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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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不满意 满意 一般 满意率（%）

实验组 40 2（5.0） 28（70.0） 10（25.0） 38（95.0%）*

参照组 40 8（20.0） 20（50.0） 12（30.0） 3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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