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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心理护理对产妇分娩质量的效果观察 

项成艳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摘要】目的 研究和观察产科心理护理对产妇分娩质量的效果。方法 择取的研究对象为产科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所接收的 800 例产妇，并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比两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

总产程时间和产后 2h 出血量、焦虑和抑郁评分、孕酮和催乳素水平、新生儿 Apgar 评分。结果 经过不同

的护理干预后，观察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孕酮水平、新生儿 Apgar 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产

妇的总产程时间和产后 2h 出血量、焦虑和抑郁评分、催乳素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数据经过对比差异

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采用心理护理能够明显改善产妇分娩质量，值得临床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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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obstetric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delivery quality of puerpe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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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er Mongolia Hohhot in Inner Mongolia,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observe the effect of obstetric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maternal 
delivery quality. Methods 800 pregnant women received in obstetrics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natural delivery rate, total duration of labor and amount of 
postpartum 2H bleed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 progesterone and prolactin level and neonatal Apgar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s, the natural delivery rate, 
progesterone level and neonatal Apgar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otal labor process time, 2-hour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 and 
prolactin level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rturient delivery,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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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主要分为了自然分娩以及剖宫产两种方

式，是产妇终止妊娠的阶段，但是由于在分娩过程

中，会给大部分产妇带来生理反应，不同的产妇其

体质和机体应激程度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在分

娩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产妇出现焦虑、害怕、紧张

等不良心理情绪，从而对产妇的子宫收缩和分娩质

量产生较大的影响，使得产程延长、产后出血率提

高等，对母婴安全带来较大的风险[1-2]。目前，常规

的产科护理往往不能够达到更好的护理效果，对产

妇的心理护理干预还不够系统化、科学化和深入化，

因此本文主要是研究和观察产科心理护理对产妇分

娩质量的效果，从而为产科护理提供参考和建议，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择取的研究对象为产科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所接收的 800 例产妇，按照随机数字抽样

的方式将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400 例，平均年龄

（27.93±3.38）岁，采用心理护理）和对照组（400
例，平均年龄（27.81±3.47）岁，采用常规护理）。

对比两组产妇的一般资料，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对比研究价值。排纳标准：①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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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有产妇及其家属均知晓，且签订了知情同意

书；②无其他精神类、心理类或先天性疾病；③排

除合并肝肾功能障碍、妊娠期高血压、血液功能障

碍等其他疾病产妇；④排除应激反应过大、依从性

差，不愿配合的产妇；⑤排除中途退出或资料缺少。 
1.2 方法 
对照组产妇采用常规护理干预，主要为体征监

测、分娩基础知识讲解等护理干预，观察组产妇主

要采用心理护理干预，主要方式如下。 
（1）建立心理护理小组。首先需要建立由 3-4

个人组成的心理护理小组，每组需要拟定一名组长，

主要负责每日护理小组的护理计划安排，其中包括

了对每个小组划分 2 名产妇，同时对每位产妇的基

本情况、心理状态以及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然后

再对每位产妇采取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方案，根据不

同产妇的心理状态、身体素质以及体征水平等进行

观察和记录，定期更新和修改护理方案，从而提高

护理效率。 
（2）产前心理护理。在产妇分娩前，护理小组

需要对产妇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积极主动

耐心的与产妇进行交流，了解产妇目前的心理状况，

并且对产妇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进行疏导和安抚，

与产妇详细介绍医院的医疗水平和分娩知识，告知

产妇在分娩时出现间断性疼痛属于正常反应，提高

产妇对分娩的认知度和分娩信心，消除其紧张情绪。

同时，护理小组人员可通过在产妇病房内播放舒缓

的轻音乐或动画来缓解产妇的不良心理，调节病房

温度，保持病房的舒适水平，从而有利于提高产妇

的睡眠质量，降低产妇对于疼痛的敏感程度。 
（3）产中心理护理。在产妇分娩过程中，由于

不同的产妇对于分娩带来的疼痛的承受水平具有较

大的差异性，因此需要护理人员根据产妇的面部表

情和言语采取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措施，让产妇学会

通过呼吸来平稳自己的情绪和压力，同时护理人员

还需要调节产房的温度，使其处于适宜状态，可适

当与产妇进行简单交流，转移产妇注意力，并给予

产妇正确的腹部按压、指导产妇如何呼吸、放松和

用力帮助其分娩。同时在产妇分娩过程中，还需要

密切观察产妇的宫缩水平，并及时告知产妇目前的

分娩程度，积极鼓励和安抚产妇，缓解产妇的疼痛

感，特别是产妇在宫缩时，需要指导产妇向下用力，

然后再放松，让产妇保持一个节律性的呼吸、用力

和放松水平，有利于产妇顺利分娩。 
（4）产后心理护理：由于产妇在产后易出现疲

惫、敏感、疼痛等情况，并且可能出现较大的心理

障碍，因此护理人员在产妇分娩后应给予产妇安慰

和鼓励，告知产妇新生儿一切正常，让产妇得到宽

慰，同时护理人员还应让产妇家属给予产妇更多的

帮助、关心、陪伴和支持，了解产妇目前的敏感情

况、心理状态以及疑虑等，以和蔼可亲的态度拉近

与产妇之间的距离，有利于保持良好的医患关系，

从而提高产妇的护理配合度。同时产妇生产后 6h 内

可将新生儿与产妇接触，并且指导产妇如何进行哺

乳喂养、如何让新生儿保持一个良好的体位和护理

等，既有利于改善产妇的激素水平，也能够有效调

节产妇的心理状态。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总产程时间和产

后 2h 出血量、焦虑和抑郁评分、孕酮和催乳素水平、

新生儿 Apgar 评分。其中焦虑和抑郁评分主要采用

SAS 和 SDS 进行测评，分数越高表示产妇的焦虑和

抑郁程度越严重。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

取 t 和“x±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采取 x2 和%用于

计数资料的表明，P＜0.05 代表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 
观察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为 81.5%（326 例），

对照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为 67.0%（268 例）。可见，

观察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

显著（x2=5.498,P=0.019），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2.2 对比两组产妇的总产程时间和产后 2h 出血

量 
观察组产妇的总产程时间和产后 2h 出血量分

别为（7.23±1.35）h、（128.63±8.93）ml，对照组

产妇的总产程时间和产后 2h 出血量分别为（10.74
±3.16）h、（193.45±12.76）ml。可见观察组产妇

的总产程时间和产后 2h 出血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且差异显著（t=20.429,P=0.001；t=83.239,P=0.001），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对比两组产妇的焦虑和抑郁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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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产妇的 SAS 和 SDS 评分分别为（40.26
±4.71）、（43.53±5.12），对照组产妇的 SAS 和

SDS 评分分别为（47.84±5.23）、（50.22±5.96）。

可见，观察组产妇的焦虑和抑郁水平明显低于对照

组，且差异显著（t=21.539,P=0.001；t=17.029,P=0.
001），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 对比两组产妇的孕酮和催乳素水平 
观察组产妇的孕酮和催乳素水平分别为（3.74

±1.08）nmol/ml、（13.27±2.41）ng/ml，对照组产

妇的孕酮和催乳素水平分别为（1.48±1.12）nmol/
ml、（18.95±2.88）ng/ml。可见观察组产妇的孕酮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产妇的催乳素水平

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显著（t=29.051,P=0.001；
t=30.250,P=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5 对比两组新生儿 Apgar 评分 
观察组新生儿 Apgar 评分为（9.36±1.24），

对照组新生儿 Apgar 评分为（7.82±1.09）。可见，

观察组新生儿 Apgar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

显著（t=18.656，P=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3 讨论 
分娩对于产妇来说是一种能对机体造成创伤性

的生理反应，并且由于每位产妇的体质、疼痛耐受

水平、心理承受能力等差异，会对产妇的分娩质量

造成较大的影响[3,4]。随着社会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关

注度越来越高，对于产科来说，常规的体征监测、

分娩基础知识讲解等产科护理已经不能够满足目前

的社会和女性需求，因此产科也越来越重视产妇的

心理健康[5]。本文主要是通过研究和观察心理护理

对产妇分娩质量的影响，从而为产科的护理工作提

供参考和建议。 
产科心理护理主要包括了建立心理护理小组、

对产妇进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心理护理干预。首先

建立心理护理小组，每组需要对负责产妇的基本情

况、心理状态以及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然后再对

每位产妇采取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方案，并定期更新

和修改护理方案，有利于提高护理效率[6]。产前心

理护理主要是在产妇分娩前，护理小组对产妇进行

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比如积极主动耐心的与产

妇进行交流等，从而提高产妇对分娩的认知度和分

娩信心，消除其紧张情绪。产中心理护理主要是在

产妇分娩过程中，护理人员根据产妇的面部表情和

言语采取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措施，让产妇学会通过

呼吸来平稳自己的情绪和压力，并给予产妇正确的

腹部按压等帮助其分娩[7]。产后心理护理主要是护

理人员在产妇分娩后应给予产妇安慰和鼓励，拉近

与产妇之间的距离，有利于保持良好的医患关系，

从而提高产妇的护理配合度。在本次研究中，通过

产科心理护理干预取得了较好的护理效果，不仅能

够改善产妇的心理状态，还能够有效改善产妇的分

娩质量，且研究所得数据均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采用心理护理能够明显改善产妇分

娩质量，值得临床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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