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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急性乳腺炎患者行综合护理干预效果观察

任晶晶 帅 莉 王秋玥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目的：观察综合护理干预对早期急性乳腺炎患者护理效果的影响。 方法：随机选取 2020年 3月至 12月我院妇科收
治的 95例早期急性乳腺炎患者,根据其就诊日期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患者 47例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 48例接受综合护
理干预,比较两组护理效果。 结果：护理前两组间统计学数据对比,无明显差异(P ＞0.05)；干预后对比,观察组患者 SDS、SAS评
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总的治疗时间、炎症消退与红肿热痛消失时间等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将综合护理干预用于早期急性乳腺炎患者医护中,有助于快速缓解患者症状,缩短治
疗时间,且有利于消除患者不良情绪,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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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nursing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early

acute mastitis. Methods:95 patients with early acute mastiti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to December 202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ate of treatment. 47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48 patients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receiv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Before nurs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 ＞0.05); after data intervention, the SDS and SA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The total treatment time, inflammation subsided and the time of redness, swelling, heat and pain
disappear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 Conclusion: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early acute mastitis in medical care, help to quickly re-
lieve the symptoms of patients, shorten the treatment time, and help to eliminate the bad mood of patients, it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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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乳腺炎是哺乳期女性多见疾病, 属于急性化脓性感
染,可引起患者乳汁排出不畅、局部红肿等症状,严重者伴有
乳房肿胀症状,可引起产妇严重负性心理。 因此,在对早期急
性乳腺炎患者实施治疗外,予以有效护理,对提高疗效具有积
极作用[1]。 本研究筛选 95例早期急性乳腺炎患者作为观察对
象,分析综合护理的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20年 3月至 12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95例早期急性

乳腺炎患者,均为初产妇,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对照组 47
例,年龄 19~33 岁,平均(25.14±3.48)岁；观察组 48 例,年龄
20~35岁,平均年龄(24.83±3.60)岁。 两组资料对比,P ＞0.05。

1.2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即日常护理、饮食干预等。
观察组开展综合护理：
(1)日常哺乳指导。 本研究均为初产妇,护理人员需指导

产妇正确进行日常哺乳,告知产妇正确喂养姿势和注意事项,
纠正乳头凹陷等,避免婴儿吮吸奶嘴,告知患者让婴儿吮吸乳
头,促进乳汁排出,预防发生乳汁淤积。 若乳头皲裂,指导患者
使用乳头保护器,避免婴儿长时间吮吸乳头,注意日常卫生。
(2)指导患者及其爱人正确进行乳房按摩,缓解乳房症状,促
进乳汁流出。 (3)加强患者心理干预。 患者由于对婴儿喂养担
忧、早期的生理不适等因素,加之初为人母,存在较重心理负
担,极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因此,需要加强对患者的
心理疏导,减轻患者心理负担与压力。 住院治疗期间,多于患
者沟通交流,了解患者心理需求,满足其要求。 告知患者相关
疾病知识、护理目的、意义与相应注意事项,提高患者认知与
认可度,促使其积极配合治疗。 (4)疼痛干预。 患者发病后,均
伴有不同程度乳房疼痛,对此护理人员需要给予患者支持、鼓
励,告知患者疼痛属于正常反应,消除患者担忧情绪；为患者
播放轻音乐、视频等,转移患者注意力,提高疼痛忍耐性,减轻
患者疼痛感受。

1.3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分别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价患

者焦虑情绪,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患者抑郁情绪,两项量
表均 20项,总分越高抑郁情绪越重。

详细记录患者症状改善时间、治疗时间。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经 t检

验,计数资料以(％)表示,经 χ2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 P ＜
0.05。

2结果
2.1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对比
结果分析,两组经不同方法护理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SDS、SAS评分均下降,与护理前对比(P ＜0.05)；护理前两组间
统计学数据对比,无明显差异(P ＞0.05)；两组间数据干预后对
比,观察组患者 SDS、SA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05),详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x±s,分)

注：与护理前对比,*P ＜0.05；两组间数据对比,#P ＜
0.05。

2.2两组护理效果对比
分析两组护理结果,观察组患者总的治疗时间、炎症消退

与红肿热痛消失时间等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0.05),详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护理效果[(x±s),d]

3讨论
急性乳腺炎多发于产后 3~4周,属于妇科多发性疾病,不

仅会对患者造成生理不适体验, 还会对患者心理健康造成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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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时间 SDS SAS

观察组（n=48）
护理前 54.17±13.54 50.36±11.95
护理后 41.11±7.82#* 38.67±7.29#*

对照组（n=47）
护理前 53.69±12.77 51.08±12.65
护理后 46.29±8.08* 43.22±7.52*

组别 n 治疗时间 炎症消退时间 红肿热痛消失时间

观察组 48 4.77±0.56 4.02±1.36 2.47±1.32
对照组 47 7.23±1.15 7.09±1.54 4.02±1.50

t 13.298 10.372 5.349
P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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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护理期间对患者进行用药指导, 避免患者在用药的过程
当中出现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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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2-3]。 目前,临床对于该病主要采取药物治疗为主,在治
疗期间对患者加强护理干预意义重大。

本研究对于观察组患者实施综合护理,结果显示,观察组
治疗时间、症状改善时间及患者心理状态 SDS、SAS评分低于
对照组(P ＜0.05)。 这表明,与常规护理干预相比,在治疗基础
上, 对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可使患者获益。 综合护理具有全面
性,可根据患者实际需求、病情严重程度为患者提供针对性护
理服务[4-5]。本研究通过日常哺乳指导、乳房按摩、心理护理、疼
痛干预等方法联合应用,对早期急性乳腺炎患者作用确切,效
果理想,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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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慢性疾病,病情极易反复,迁延不愈,

患者必须坚持服用药物才可以有效控制病情,加快机体康复速
度。 但是在实际治疗过程中,并非所有患者都具有较好的治疗
依从性,特别是在脱离了医院治疗环境后,更不容易遵循医生
的指导坚持治疗。 医学研究认为,家庭环境的影响、疾病知识的
缺乏以及对药物治疗效果的不信任等,都是降低治疗依从性的
诱因,因此,在治疗的同时必须为患者实施相应的健康教育,帮
助患者提升依从性[3-4]。

知信行理论下的健康宣教及健康日记可以帮助患者更好
地认识疾病,有利于提升患者认识药物治疗的重要性,使其清
楚低依从性产生的严重后果；通过让患者写健康日记,其实是
让患者开展自我监督, 每一次的日记都是在帮助患者回忆、总
结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治疗管理工作[5-6]。 从健康宣教的实施情
况来看,凡治疗依从性高的患者,其生活质量都有所提升。 在本
次研究中发现,除了患者的生理职能无明显改善外,其他 7个
维度的生活质量都有所改善,说明在知信行理论下开展健康宣
教与健康日记活动,在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同时,确实改善
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助于患者养成良好的治疗习惯,促使其
机体更快康复。

综上所述,与传统的健康宣教工作相比,在知信行理论的
基础上结合健康日记的健康监督更能提高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的药物应用依从性,有助于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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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产妇不良情绪等负面因素, 恢复产妇内分泌系统与精神系
统的稳态,提高产妇体验舒适度,为术后快速恢复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加强饮食干预,可提高产妇术后营养水平,满足机
体营养需求,促进伤口快速愈合[5]；术后松弛疗法,分散产妇注
意力,并辅助按摩干预,调节产妇机体各个系统生理功能,预
防机体应激发生,促进术后快速康复。

综上所述,对剖宫产产妇在基础干预的同时,开展积极、
有效的临床护理,有助于缩短产妇术后恢复时间,提高其满意
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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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生理机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一般健康状态 精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对照组 56 44.76±15.87 43.65±16.78 50.98±16.31 32.87±13.79 51.24±12.87 50.67±11.13 47.56±19.34 50.22±21.54

观察组 57 52.97±18.24 50.37±22.34 57.89±14.45 40.78±14.98 61.98±14.28 61.56±13.65 57.42±23.11 63.54±21.22

t 2.551 1.806 2.385 2.919 4.197 4.643 2.457 3.311
P 0.012 0.074 0.019 0.004 0.000 0.000 0.015 0.001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对比(x±s,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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