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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膜外分娩镇痛时机对产妇产程时间及产后心理状

态的影响

尚爱姣

【摘要】 　 目的　 探讨硬膜外分娩镇痛时机对产妇产程时间及产后心理状态的影响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２０２０ 年 ５ 月本院收治的 ９１ 例初产妇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ꎮ 其中ꎬ
观察组 ４７ 例ꎬ对照组 ４４ 例ꎮ 对照组在宫口开至 ３~５ ｃｍ 时行硬膜外分娩镇痛ꎬ且在宫口全开时停止镇痛ꎻ
观察组在宫口开至 １ ｃｍ 时行硬膜外分娩镇痛且在宫口开至 ８ ｃｍ 时停止镇痛ꎮ 比较两组产程时间(第一

产程、第二产程、第三产程)以及焦虑、抑郁的得分ꎮ 结果　 观察组初产妇第一产程、第二产程及第三产程

时间均短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两组初产妇分娩后的 ＳＤＳ 及 ＳＡＳ 评分均低于分娩前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且观察组初产妇分娩后的 ＳＤＳ 及 ＳＡＳ 评分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结论　 初产妇在宫口开至 １ ｃｍ 时行硬膜外分娩镇痛ꎬ并在宫口开至 ８ ｃｍ 时停止镇痛ꎬ能够有

效缩短产程ꎬ改善产妇产后心理状态ꎮ
【关键词】 　 初产妇ꎻ　 硬膜外分娩镇痛ꎻ　 产程时间ꎻ　 产后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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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ｒｔｅ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Ｐ < ０. ０５).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ꎬＳＤＳ ａｎｄ ＳＡＳ ｓｃｏｒｅ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ꎬａｎｄ ＳＤＳ ａｎｄ ＳＡＳ ｓｃｏｒｅｓ 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 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Ｅｐｉｄ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ｔｈ ｏｆ ｗｏｍｂ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ａｃｈｅｓ １ｃｍ ａｎｄ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ｔｈ ｏｆ ｗｏｍｂ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ａｃｈｅｓ ８ｃｍꎬ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ｈｏｒｔ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ｅｒｐ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ｉｍｉｐａｒａꎻ　 Ｅｐｉｄ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ꎻ　 Ｔｉｍ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ꎻ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硬膜外自控镇痛(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 ｕｅｄ ｅｐｉｄ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ꎬ
ＰＣＥＡ)因具有镇痛效果好、运动阻滞轻等优点ꎬ近年来被广泛

应用于临床分娩镇痛中ꎮ 目前ꎬ常规分娩镇痛多在第一产程

活跃期ꎬ即产妇宫口开至 ３ ｃｍ 后进行ꎮ 大多数初产妇需忍受

长达 ８ ｈ 的潜伏期镇痛ꎬ导致产妇紧张焦虑ꎬ加重分娩负担ꎮ
将分娩镇痛时机提前至潜伏期可有效减轻产妇疼痛感受ꎮ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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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对于是否需要在早期实施分娩镇痛仍然存在争议[１￣２] 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探讨硬膜外分娩镇痛时机对产妇产程时间及

产后心理状态的影响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２０２０ 年 ５ 月本院收治的

９１ 例初产妇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ꎮ 其

中ꎬ观察组 ４７ 例ꎬ对照组 ４４ 例ꎮ 观察组年龄 ２２~ ３２ 岁ꎬ平均

(２７.６２±２.１３)岁ꎻ孕周 ３７~ ４１ 周ꎬ平均(３９.６±０.８)周ꎻ体重指

数 ２３ ~ ２９ ｋｇ /㎡ꎬ平均 ( ２６. ２５ ± １. ３１) ｋｇ /㎡ꎮ 对照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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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１ 岁ꎬ平均 ( ２７. ５６ ± ２. １７) 岁ꎻ 孕周 ３７ ~ ４１ 周ꎬ 平均

(３９.５±０.９) 周ꎻ 体 重 指 数 ２３ ~ ２９ ｋｇ /㎡ꎬ 平 均

(２６.３１±１.２７)ｋｇ /㎡ꎮ 两组初产妇基线资料(年龄、孕周、体重

指数等)比较ꎬ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ꎬ具有可比性ꎮ 纳入标

准:(１)均为足月初产妇ꎻ(２)均为单胎头位ꎻ(３)经临床检查

符合阴道分娩指征ꎻ(４)临床资料完整ꎮ 排除标准:(１)早产

或过期产ꎻ(２)存在妊娠合并症、并发症ꎻ(３)存在凝血功能异

常、全身性感染等麻醉禁忌证ꎻ(４)存在精神疾病ꎬ无正常交

流认知能力ꎮ
２.方法:对照组在宫口开至 ３ ~ ５ ｃｍ 时行硬膜外分娩镇

痛ꎬ且在宫口全开时停止镇痛ꎻ观察组在宫口开至 １ ｃｍ 时行

硬膜外分娩镇痛ꎬ且在宫口开至 ８ ｃｍ 时停止镇痛ꎮ 两组进入

产程后ꎬ均开放静脉ꎬ按照 ５~ ８ ｍｌ / (ｋｇｈ)输注复方氯化钠

注射液(山东齐都药业ꎬ生产批号 ２０１９０１０６、２０１９１１２６ꎬ规格:
５００ ｍｌ)ꎬ并取 Ｌ２ － ３ 行硬膜外穿刺ꎮ 对照组在宫口开至

３~５ ｃｍ时予以 ３~５ ｍｌ 试验量 １％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国药

集团 容 生 制 药ꎬ 生 产 批 号 ２０１９０１０４、 ２０１９１１１５ꎬ 规 格:
５ ｍｌ ∶ ０.１ ｇ)ꎬ观察产妇无不良反应后ꎬ予以 ０.１％盐酸罗哌卡

因注射液(河北一品制药ꎬ生产批号 ２０１９０１０８、２０１９１１０７ꎬ规
格:１０ ｍｌ ∶ ７５ ｍｇ)＋０.００１ ｇ / Ｌ 枸橼酸芬太尼注射液(江苏恩

华药业ꎬ生产批号 ２０１９０１１２、２０１９１１０３ꎬ规格:１０ ｍｌ ∶ ０.５ ｍｇ)
混合镇痛液 １０ ｍｌꎬ观察 １０ ｍｉｎꎮ 产妇无不良反应后进行

ＰＣＥＡꎬ镇痛药物为 ０.１％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０.００２ ｇ / Ｌ 枸

橼酸芬太尼注射液ꎮ 设置 ＰＥＣＡ 背景剂量为 ５ ｍｌ / ｈꎬ患者自

控镇痛(ＰＣＡ)量为 ５ ｍｌꎬ锁定时间为 １５ ｍｉｎꎮ 在产妇宫口全

开时停止镇痛ꎮ 观察组宫口开至 １ ｃｍ 时予以上述剂量ꎬ在宫

口开至 ８ ｃｍ 时停止镇痛ꎮ
３.观察指标 :(１)两组初产妇产程时间比较:记录并计较

两组第一产程、第二产程及第三产程时间ꎮ (２)两组初产妇

分娩前后心理状态比较:心理状态包括抑郁 ( ＳＤＳ)、焦虑

(ＳＡＳ)ꎮ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 [３] 评估产妇心理抑郁程

度ꎮ 该量表共 ２０ 个条目ꎬ量表得分越高ꎬ表示抑郁程度越重ꎻ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 [４] 评估产妇焦虑程度ꎮ 该量表共

２０ 个条目ꎬ分数越高ꎬ表示焦虑程度越重ꎮ
４.统计学处理: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ꎬ行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以[ｎ(％)]表示ꎬ
行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初产妇产程时间比较:观察组初产妇第一产程、第
二产程及第三产程时间均短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初产妇产程时间比较(ｘ±ｓꎬｍｉｎ)
组别 第一产程 第二产程 第三产程

观察组(ｎ＝ ４７) ３２９.７４±６１.９８ ４５.３２±１８.３５ ６.０２±１.７１
对照组(ｎ＝ ４４) ４３８.６２±８５.１６ ６６.５１±２２.１７ ７.４３±２.５８

ｔ 值 ７.００６ ４.９８０ ３.０９２
Ｐ 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２.两组初产妇分娩前后心理状态比较:分娩前ꎬ两组初产

妇 ＳＤＳ 及 ＳＡＳ 评分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分娩

后ꎬ两组初产妇 ＳＤＳ 及 ＳＡＳ 评分均低于分娩前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且观察组初产妇 ＳＤＳ 及 ＳＡＳ 评分低于对照

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两组初产妇分娩前后 ＳＤＳ 及 ＳＡＳ 评分比较

(ｘ±ｓꎬ分)

组别
抑郁(ＳＤＳ)评分

分娩前 分娩后

焦虑(ＳＡＳ)评分

分娩前 分娩后

观察组(ｎ＝ ４７) ５４.２１±５.２３ ３１.３８±３.９７∗ ５３.６２±５.６４ ３２.３５±３.０４∗

对照组(ｎ＝ ４４) ５４.１７±５.１５ ４３.５６±４.８６∗ ５３.７１±５.６９ ４１.８６±４.９５∗

ｔ 值 ０.０３７ １３.１２９ ０.０７７ １１.１２２
Ｐ 值 ０.９７１ <０.００１ ０.９４０ <０.００１

　 　 注:与同组分娩前相比ꎬ∗Ｐ<０.０５

　 　 讨论　 分娩过程中出现的剧烈疼痛一方面会加重产妇的

紧张情绪ꎬ导致血压升高ꎬ从而加重心脏负担ꎮ 另一方面ꎬ产
妇过度呼吸可能引起呼吸性碱中毒ꎬ导致胎儿、产妇出现低氧

血症ꎮ 因此给予初产妇分娩镇痛对促进其顺利分娩具有积极

的意义ꎮ 然而在什么时机进行分娩镇痛ꎬ一直存在诸多争议ꎮ
目前分娩镇痛多从第一产程活跃期ꎬ即产妇宫口开至 ３ ｃｍ 后

进行ꎮ 但常规的分娩镇痛效果不佳ꎬ且给产妇造成巨大心理

压力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观察组初产妇第一产程、第二产程及第

三产程时间均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ꎻ分娩后观察组初产妇

ＳＤＳ 及 ＳＡＳ 评分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ꎮ 说明初产妇在宫口

开至 １ ｃｍ 时行硬膜外分娩镇痛ꎬ并在宫口开至 ８ｃｍ 时提前停

止镇痛ꎬ能够有效缩短产程ꎬ改善产妇产后心理状态ꎮ 探究原

因ꎬ将分娩镇痛提前至潜伏期ꎬ消除了产妇心理因素对产程、
产力的影响ꎬ可有效减轻产妇整个产程中的疼痛感ꎮ 缩短第

一产程同时减少产妇第一产程的体力消耗ꎬ从而有助于产妇

在第二产程中发挥充足产力ꎬ加速第二产程进展ꎮ 在镇痛后ꎬ
产妇阴道壁、子宫颈、盆底肌肉等处于放松状态ꎬ可使产程更

加顺利ꎬ减少产后抑郁发生[５￣７] ꎮ 同时 ＰＣＥＡ 中使用镇痛药物

罗哌卡因及芬太尼ꎬ能够使交感神经兴奋及儿茶酚胺释放得

到有效抑制ꎬ从而促进宫缩维持正常节律性及对称性ꎬ进而改

善宫颈血液循环ꎬ减小宫颈水肿ꎬ利于产妇宫口扩张[８￣９] ꎮ 此

外ꎬ宫口开至 ８ ｃｍ 到宫口全开过程为活跃期中减速期ꎬ
３０ ｍｉｎ内产妇宫口往往会开全ꎮ 依据罗哌卡因药代动力学特

点ꎬ在宫口开至 ８ ｃｍ 时停止镇痛后ꎬ仍可维持一段时间的镇

痛效果ꎬ从而使胎儿娩出之前产妇疼痛感为耐受状态ꎮ 提前

关闭镇痛泵ꎬ可有效避免宫口全开后药物对产妇肛提肌等产

生抑制作用ꎬ促进分娩顺利进行[１０] ꎮ
综上所述ꎬ初产妇在宫口开至 １ ｃｍ 时行硬膜外分娩镇

痛ꎬ并在宫口开至 ８ ｃｍ 时停止镇痛ꎬ能够有效缩短产程ꎬ改善

产妇产后心理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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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米诺环素软膏治疗慢性牙周炎的效果和安全性

观察

黄志耿

【摘要】 　 目的　 研究盐酸米诺环素软膏治疗慢性牙周炎的效果和安全性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本院收治的 ８６ 例慢性牙周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两组ꎬ每组各 ４３ 例ꎮ 所有患者均接受牙周基础治疗ꎬ其中对照组应用复方碘甘油治疗ꎬ观察组应用盐酸米

诺环素软膏治疗ꎮ 将两组的炎性因子指标、牙周指标、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比对ꎮ 结果　 观

察组患者治疗后的炎性因子水平、牙周指标数据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观察组患

者的临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ꎬ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　 盐

酸米诺环素软膏应用在慢性牙周炎患者治疗中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安全性ꎬ能够有效减轻炎症反应和改

善牙周参数ꎬ适合在临床中推广应用ꎮ
【关键词】 　 慢性牙周炎ꎻ　 盐酸米诺环素软膏ꎻ　 炎性因子ꎻ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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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牙周炎是一种发生率较高的口腔科疾病ꎬ是由牙周

支持组织发生慢性炎症反应而导致的疾病[１] ꎮ 慢性牙周炎

以牙龈出血、牙周脓肿等为主要临床症状ꎬ病情严重者会出现

　 　 作者单位:５１５１００ 广东汕头ꎬ汕头市潮阳区人民医院口腔科

牙齿松动、移位、脱落等情况ꎬ是成年人牙齿丧失的主要影响

因素ꎬ不仅会影响患者的形象ꎬ还会对其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

功能产生不利影响[２￣３] ꎮ 临床一般应用牙周基础治疗将牙结

石、牙菌斑清除ꎬ同时辅以抗生素进行治疗ꎬ但效果一般ꎮ 盐

酸米诺环素软膏属于新型半合成四环素ꎬ本文就其治疗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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