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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在中医治疗不孕不育中的效果及对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王雨晴，严善萍，郭海燕，蒋 娟，张宝引*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四医院  广西桂林 

【摘要】目的 探讨中医护理在中医治疗不孕不育中的效果以及对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在 2023
年 5 月－2024 年 5 月本院收治的接受中医治疗的不孕不育患者中选取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数字表随机排序划分

对照组（40 例，常规护理）与观察组（40 例，中医护理）。针对两组患者的情绪状态（SAS 焦虑量表、SDS 抑

郁量表）、受孕率、治疗依从性以及生活质量。结果 经过护理，观察组患者的 PSQI 评分、SAS、SDS 评分均低

于对照组，受孕率、治疗依从性以及生活质量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中医护理应用于中医治疗不孕不育

可提高治疗效果，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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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and its impact on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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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CM nursing in TCM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and its effect on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80 infertile patients who received TCM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3 to May 2024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40 cases,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40 cases, TCM nursing) were randomly divided by digital table. The emotional state (SAS anxiety scale, 
SDS depression scale), pregnancy rat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PSQI score, SAS and SD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regnancy rat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CM nursing in TCM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can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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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不育是一个困扰众多育龄夫妇的全球性健康

问题，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殖健康，还对其心理状态造成

巨大压力[1]。在中医治疗不孕不育的过程中，护理措施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医治疗不孕不育有着独特的理

论体系和丰富的治疗手段，如中药调理、针灸等。然而，

仅仅依靠治疗本身可能无法达到最佳效果。中医护理

作为中医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基于中医整体观念

和辨证施护的原则，从饮食、起居、情志等多方面对患

者进行全面护理[2-3]。不孕不育患者往往因长期未能受

孕而承受着来自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压力，极易产生

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4]。这些负面情绪可能进一步影

响患者的内分泌系统和生殖功能，形成恶性循环。因此，

探究中医护理在中医治疗不孕不育中的效果，尤其是

对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

研究旨在深入分析中医护理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为

提高不孕不育的治疗效果提供参考依据。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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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3 年 5 月－2024 年 5 月本院收治的接受中

医治疗的不孕不育患者中选取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数

字表随机排序划分对照组（40 例，常规护理）与观察

组（40 例，中医护理）。对照组年龄范围 22-55 岁，

平均年龄（37.45±4.55）岁。观察组年龄范围 23-54 岁，

平均年龄（37.05±4.65）岁。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常规护理：饮食方面，忌生冷辛辣。起居上，规律

作息，保证充足睡眠。注重与患者沟通，舒缓其焦虑情

绪。同时，按医嘱协助患者按时服药。 
1.2.2 观察组 
中医护理：（1）辨证施护：肾阴虚者，饮食上食

用黑芝麻糊、桑葚、枸杞等滋阴食物，忌辛辣燥热；起

居保证环境安静凉爽，午后小憩；情志护理要耐心倾听。

肾阳虚者，饮食多温热食物如羊肉汤（加杜仲等），忌

生冷；起居保暖，适当运动；情志上多鼓励，分享成功

案例，让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 
（2）中药护理：根据中药的特性，告知患者正确的

服药方法。如补药宜饭前空腹服用，以利吸收；清热药

宜饭后服用，减轻对胃的刺激。观察患者服药后的反应，

若出现恶心、呕吐等不适，及时调整用药或报告医生。 
（3）针灸护理：对接受针灸治疗的患者实施针灸

护理，针灸前，向患者解释针灸的作用和过程，消除患

者的恐惧心理。检查患者针灸部位皮肤是否完整，协助

患者取舒适体位。针灸时密切观察患者面色、表情等，

询问患者的感觉，若出现晕针等异常情况及时处理。针

灸后告知患者针灸后避免立即洗澡，尤其是冷水澡。注

意针灸部位的保暖，防止受寒。 
（4）中医特色技术护理：艾灸护理：若采用艾灸

治疗，施灸时注意调节距离，避免烫伤患者皮肤。艾灸

后，嘱咐患者喝一杯温热的开水，补充水分。推拿护理：

针对接受推拿的患者实施护理，进行推拿时，手法要轻

重适宜。推拿后，指导患者休息片刻，避免立即剧烈运

动。 

1.3 观察指标 
（1）情绪状态。采用 SAS 焦虑量表、SDS 抑郁量

表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评估，评分范围为25～100分，

分数越高表示疼痛程度越严重。 
（2）受孕率。通过定期的门诊随访、电话随访或

者患者自行报告等方式获取受孕信息。每季度一次。受

孕率=（成功受孕的患者人数/总例数）×100%。 
（3）治疗依从性。在患者接受治疗和护理的过程

中，医护人员直接观察患者是否按照医嘱进行操作。 
（4）生活质量。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从生理、

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四个领域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

每个领域包含若干个问题，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感受

进行回答，最后根据特定的计分方法得出各领域的得

分。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各方面数据都按照 SPSS20.0进行处理，

符合正态分布，运用%对计数数据表示，卡方检验，t
检验计量数据，（ sx ± ）表达，（P<0.05）差异具备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前后情绪状态对比 
护理前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接近，无统计学意

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 SAS、SDS 评分均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下表 1。 
2.2 观察组与对照组受孕率、治疗依从性以及生活

质量对比 
护理后观察组受孕率、治疗依从性以及生活质量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下

表 2。 
3 讨论 
中医治疗不孕不育有着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医

通过中药调理，可改善患者的内分泌系统，调节气血、

脏腑功能，使身体达到平衡状态，提高受孕几率。针灸

等疗法能疏通经络，促进生殖器官的气血运行[5]。治疗

期间患者容易出现负面情绪。 

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前后情绪状态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0 54.33±2.12 27.72±2.92 68.67±1.23 31.95±1.75 

对照组 40 54.53±2.52 29.11±3.03 68.60±1.21 33.38±1.70 

t - 0.384 2.089 0.257 3.707 

P - 0.702 0.040 0.79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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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观察组与对照组受孕率、治疗依从性以及生活质量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受孕率 治疗依从性 生活质量 

观察组 40 72.50%（29/40） 91.52±3.01 92.11±2.12 

对照组 40 57.50%（23/40） 88.02±2.11 89.33±2.64 

χ2/t - 4.945 6.022 5.193 

P - 0.026 0.001 0.001 

 
不孕不育本身带来的心理压力，加上治疗周期可

能较长且结果不确定，会使患者产生焦虑、抑郁、自卑

等情绪。对这些患者实施护理干预非常必要。积极的护

理干预能够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提高患者的心理舒

适度。这有助于患者更好地配合治疗，增强治疗依从性，

从而提高中医治疗的效果，并且对改善患者的生活质

量有着重要意义。 
中医护理是在中医理论体系指导下的护理模式，

它涵盖了多个方面的内容并具有独特的理念与方法。

中医护理强调辨证施护，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舌象、

脉象等综合信息进行辨证，然后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

案。在生活起居方面，遵循顺应自然的原则，指导患者

根据季节、时辰调整作息，保持规律的生活习惯，这有

助于调整患者的身体机能[6]。饮食护理则依据辩证结果，

以食疗辅助治疗。同时，中医护理还包括中医特色技术

的应用，像艾灸、穴位按摩等，通过刺激穴位来调节身

体的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在中医治疗不孕不育患者

中，中医护理对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有着积极的影响
[7]。不孕不育患者往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焦虑和

抑郁情绪较为普遍。中医护理中的情志护理通过多种

方式来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护理人员会与患者深入

交流，倾听他们的困扰，运用中医的情志学说，如以情

胜情法，根据患者的情绪特点采用相应的调节方法。例

如，对于过度忧虑的患者，引导其产生喜乐的情绪[8]。

而且，中医护理在改善患者身体状况的过程中，也会使

患者看到希望，增强信心。当患者感受到身体在中医护

理和治疗下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月经周期变得规

律、身体不适症状减轻等，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也会

随之减轻，从而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治疗，提高治疗的

依从性和效果。 
综上所述，中医护理在中医治疗不孕不育中效果

显著，能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升患者心理

状态，是中医不孕不育治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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