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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健康教育在妇产科护理中的临床研究

刘慧娟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产科 河南 郑州

【摘要】 目的 探究孕期健康教育在妇产科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本次对照实验中于我院妇产

科选取 70 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分配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5 例患者，并使用不

同的护理方式，其中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在常规护理方式的基础上增加孕期健康教育，并在

护理后对比自然分娩率、分娩时间、住院时间及新生儿产后 1min的 Apgar评分。结果 观察组自然分娩 28
例，自然分娩率（80%），分娩时间（9.08±1.82）h，住院时间（5.17±2.02）d，新生儿产后 Apgar评分（7.18±1.39）
分。使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自然分娩 19例，自然分娩率（54.28%），分娩时间、住院时间、新生儿产后

Apgar评分分别为（12.39±2.13）h、（7.69±3.16）d、（6.22±1.43）分，观察组各项观察指标均显著优于对

照组，且数据间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将孕期健康教育应用于妇产科护理中有极高的应用价

值，适宜临床上加大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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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during pregnancy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Methods In this controlled experiment, 70 pregnant women were selected from the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method. Each group had 35 patients and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ere used. The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creased the health education
during pregnancy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compared the natural delivery rate, childbirth
tim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Apgar score of 1min postpartum of the newborns after nursing. Results There were
28 cases of spontaneous deliver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rate of spontaneous delivery (80%), delivery time
(9.08 ± 1.82) h,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5.17 ± 2.02) d, Apgar score (7.18 ± 1.39) of postnatal delivery. In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conventional care, 19 cases of natural delivery, the natural delivery rate (54.28%), delivery time,
hospital stay, and postnatal neonatal Apgar score were (12.39 ± 2.13) h, (7.69 ± 3.16) d, and (6.22 ± 1.43) points,
the observation indicator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data (P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regnancy health
education to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ing has a very high application value, and it is appropriate to increase
the promo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 Keywords 】 Shoulder Education During Pregnancy;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Routine Nursing;
Application Value

当前社会正处于正处于人口老龄化中，而随着

时间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加严重，为改善此类

情况，必须要提升人口增长率。如今二胎政策便是

改善人口增长模式的一种方法，据实际应用效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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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该方法效果甚佳[1]。妇产科是医院重点科室之

一，可对孕妇进行针对性较强的健康教育，目前我

院妇产科在对孕妇进行护理的过程中，主要使用常

规护理，该护理方式虽然有良好的护理效果，但是

过于注重生理护理，从而忽略了心理护理。要知道，

孕妇在妊娠期间其心理状态极易因多种因素而受到

影响，并可能产生消极心理，如焦虑、抑郁、孤僻

等。对此，必须要对护理方式进行改进。本次对照

实验中详细围绕对妇产科孕妇实施孕期健康教育的

临床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在我院妇产科接受

护理的孕妇作为研究对象，共 70 例。据调查，所有

孕妇均符合标准，在妊娠期间不存在精神类病史或

意识失常等情况。同时，所有研究对象均为自愿参

与本次实验，家属已在相关知情同意书中签字。入

组后，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随机分配为了使

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和使用孕期健康教育的观察

组，每组 35 例。对照组中，孕妇最小年龄 24 岁，

最大年龄 38 岁，平均年龄（32.43±2.11）岁；观

察组中，孕妇年龄在 23 岁到 43 岁之间，平均年龄

（35.44±2.68）岁。两组孕妇一般资料无较大差异，

（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方式，应用于对照组中，在护理过

程中，护理人员需严格按照相关操作标准开展护理

工作，同时要密切关注孕妇生命体征变化，尤其是

胎心监测及产妇的个人清洁饮食等方面。

观察组与对照组不同，需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增加孕期健康教育，具体如下：（1）健康教育宣传。

据调查，参与本次实验的孕妇多数为初孕产妇，对

相关健康知识的了解深度较浅。对此，我院护理人

员应详细了解每一位孕妇的个人情况，尤其是其学

历，并根据其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健康教育

宣传方案，同时健康教育宣传方案应主要以孕期生

理表现孕期产检计划、孕期胎儿表现、母乳喂养等

多重相关知识为主
[2]
。（2）心理护理。孕妇在妊娠

期间因个人因素、妊娠因素、家庭因素等多方面因

素影响，容易出现产前抑郁或其他更为严重的负面

心理情况。对此，我院护理人员应主动与孕妇加强

交流，并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注意面带笑容，使用

温柔的语气，并能够手握对方双手，让其感受到来

自护理人员的关怀，从而达到缓解不良情绪疏导心

理状态的效果[3]。（3）健康指导。妊娠期是一个比

较长的过程，孕妇在妊娠初期心情比较愉悦，而随

着妊娠期的发展，可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妊娠反应，

如恶心，呕吐等，会影响孕妇的心情状态，并有一

定可能会形成安全隐患。我院护理人员在对产妇进

行护理的过程中，必须要有过硬的专业素养，能够

准确判断出孕妇具体状态，并对其进行健康指导[4]。

妊娠期间，孕妇最需要的便是休息以及补充营养，

护理人员应严格按照相关操作标准，并结合孕妇个

人情况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饮食方案，且要注重

饮食方案中食物的多样性及营养的丰富性，如禁止

食用辛辣刺激的食物，油炸类食物高脂肪的食物，

多饮水，增加对维生素蛋白质，钙等营养的摄入量
[5]
。同时，每天应保持充足的睡眠，并减少与手机、

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接触，尽量与家人多外出散步透

气，并能够主动与家属或护理人员进行交流。

1.3 观察指标

将自然分娩率、分娩时间、住院时间及新生儿

产后1min的Apgar评分作为本次对照实验的观察指

标。

1.4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处理工具使用 SPSS22.0，（n）为计数

资料，结果使用 t 值检验，若数据间差异较大且存

在明显统计学意义，可使用（P＜0.05）表示。

2 结果

2.1
表 1 两组孕妇指标对比（P＜0.05）

组别 n 自然分娩率（n/%） 分娩时间（h） 住院时间（d） 新生儿产后 Apgar评分（分）

观察组 35 28（80） 9.08±1.82 5.17±2.02 7.18±1.39

对照组 35 19（54.28） 12.39±2.13 7.69±3.16 6.22±1.43

t值 5.896 2.523 6.312 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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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自然分娩率、分娩时间、住院时间及新

生儿产后1min的Apgar评分等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

组，且数据间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分娩是女性正常生理过程，但在该过程中，因

多种因素影响也有较大可能会出现多种并发症，同

时可能会留下产后后遗症，如重度贫血、生殖道炎

症等
[6]
。当前时代背景下应二胎政策的推进，孕妇

越来越多，据实际情况来看，虽然人口增长率得到

了提高，但是同时也使得妊娠期风险发生率得到了

提高，该情况给妇产科护理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护理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在

孕妇的日常护理中，主要是胎心生命体征监测、健

康教育宣传、心理护理等方面，在我院妇产科的常

规护理中，护理人员虽然严格按照相关操作标准实

施护理工作，但在人员职业素养、管理力度等方面

存在着些许不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安全隐

患[7]。妊娠期护理过程中，孕妇需要保持良好的心

态、科学合理的生活习惯，为提高自然分娩率奠定

基础。据本次实验结果来看，使用常规护理的对照

组，其自然分娩孕妇例数为 19 例，自然分娩率

（54.28%），而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使用孕期健康

教育的观察组，自然分娩 20 例，自然分娩率（80%）

相比之下，观察组自然分娩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

两组数据间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分

娩过程中，分娩时间是衡量安全性的重要标准之一，

观察组分娩时间为（9.08±1.82）h，而对照组则为

（12.39±2.13）h，同时，观察组孕妇住院时间仅

为（5.17±2.02）d，对照组住院时间为（7.69+3.16）

d，且观察组新生儿产后 1minApgar 评分也明显更优

于对照组，数据间差异显著（P＜0.05）。

通过本次实验可以看出，使用孕期健康教育的

观察组，各项观察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因此得出，

孕期健康教育在妇产科孕期护理工作中应用价值较

高，对此，可加大临床推广力度，更快、更广的将

该护理方式应用于临床上，为提升自然分娩率并保

障分娩安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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