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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在预防产妇产后尿潴留中的效果

丁思灵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江苏南京

【摘要】目的 在预防产妇产后尿潴留中采用预见性护理干预之后，分析其取得了怎样的护理效果。方法 摘

选 2022年 1月--2023年 1月中入院妇产科的产妇 100例为研究范例，以随机数表法作为分组依据，每组各纳入

50例，观察组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记录并对比组间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的首次

排尿的时间、恶露持续的时间、住院时间均比对照组低，数据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中产后

尿潴留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组间数据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将预见性护理应用在产后尿潴留干预中，

能够帮助产妇尽早排尿，缩短住院时间，提升总体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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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 preventing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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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nursing 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prevention of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Method 100 pregnant women admitted to the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3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examples.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as used as the

grouping basis, with 50 cases included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redictive car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Record and compare the nursing outcomes between groups. Result The time of first

urination, duration of lochia, and hospital stay were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 incidence of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ata were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 the

intervention of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can help pregnant women urinate as soon as possible, shorten hospital stay,

and improve overall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Key words】predictive care; Maternity;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Time of first urination, duration of lochia,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如今，孕产妇保健知识科普程度较高，其中对分

娩知识的介绍也更加详细，孕产妇虽然害怕疼痛，但

是顺产分娩的意向也是较高的，顺产分娩不但能帮助

孕产妇尽快的恢复健康，还能够降低并发症发生，也

能够促进新生儿感觉系统、神经系统的发育；若是产

妇身体并不适合顺产，应首选剖宫产，确保母婴安全、

顺利分娩才是第一要素[1-2]。但需要注意的是：分娩之

后产妇需要进行专业的护理干预，继而减少并发症发

生几率，其中产后尿潴留则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并发症，

多是发生在产妇分娩后 4-6 小时之内，当无法及时排

出膀胱中积蓄尿液，则会延缓子宫收缩，使得产妇面

临出血、死亡风险[3-4]。

1 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摘选 2022年 1月--2023年 1月中入院妇产科的产

妇 100例为研究范例，以随机数表法作为分组依据，

每组各纳入 50例，观察组年龄介于 25--35岁，年龄均

数（30.00±16.00）岁，孕周范围在 35～41周，均孕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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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8.00±14.50）周；包含 30例初产妇，20例经产妇。

对照组年龄介于 26--35岁，年龄均数（31.00±16.50）

岁，孕周范围在 36～40.5周，均孕周为（38.50±15.10）

周；包含 22例初产妇，28例经产妇。对比两组患者的

年龄、孕周等数据无统计学意义，P＞0.05，存在同质

性。

纳入标准：患者均能够正常沟通；对本研究均知

情研究，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严重脏器

功能障碍患者；感染性疾病患者；精神不正常患者，

无法正常沟通患者；妊娠合并症患者；临床资料不全

患者。

1.2方法

为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即为产妇实施

全过程的健康宣教，包含产前、产时、产后和新生儿

喂养四方面的健康教育；同时需监测好患者的体温、

脉搏以及呼吸、胎心监测等工作，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并为产妇做好营养支持，使得产妇有足够的精力分娩，

对生产后恢复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观察组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干预，（1）预见性

心理护理干预，当产妇在回到病房之后，需护理人员

和产妇尽量多的沟通，给予产妇安慰和鼓励，使得产

妇感受到被关爱，促进护理工作顺利进行，同时要了

解产妇是否心理不健康，若是有则需及时处理，并指

导产妇进行有效疏导，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疾病，

提升护理效果。（2）预见性排尿护理干预，产妇心理

上害怕紧张是其中一个因素，产妇会担心上厕所会可

能侧切伤口裂开，还会因为疼痛害怕，因此需进一步

强化产妇的心理护理干预，即可在产后为其播放轻音

乐，使得紧张情绪得以缓解，通过音乐转移注意力，

也能大大降低产妇的疼痛感；在产后产妇水的摄入量

少，加之汗液蒸发部分水分，因此尿量少，需要指导

产妇多饮水，以此促进排尿；还可以辅助性的使用电

理疗加以干预，主要方法是：借助低频脉冲治疗仪进

行物理治疗，把治疗仪两电极片分别放于患者的骶部

脊髓排尿中枢（S2-S4）、小腹部膀胱隆起位置，电刺

激的强度需要以个人能承受能力为宜，在产妇可接受

的范围内尽可能对刺激强度加以提升，电刺激治疗的

时间以 30-40分钟为主，若是产妇治疗期间发生尿意，

便能够摘除电极片，让产妇进行自行排尿。

1.3观察指标

（1）临床情况数据：记录产妇的首次排尿时间、

恶露持续时间、住院时间，将所记录的数据进行统计

学处理。

（2）尿潴留发生率：对产妇产后排尿情况进行分

析，即 6小时或者以上不能自行排尿的产妇，或排尿

后残余尿量超多 150mL，则可以确认为尿潴留，记录

并对比尿潴留发生率，实施统计学比较。

1.4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4.0统计学软件展开数据比较，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进行表示，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

分比表示，以χ2检验，当 P＜0.05，存在统计学差异性。

2 结果

2.1组间临床情况数据对比分析

观察组的首次排尿的时间、恶露持续的时间、住

院时间均比对照组低，数据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 1 组间临床情况数据对比分析[χ±s/分]

组别 首次排尿的时间（小时） 恶露持续的时间（天） 住院时间（天）

观察组（n=50） 6.10±0.95 15.20±1.50 3.40±1.15

对照组（n=50） 11.00±1.80 22.65±2.45 6.60±1.20

t 17.024 18.338 13.614

P 0.000 0.000 0.000

2.2组间产妇的产后尿潴留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中产后尿潴留发生率 4.00%（2/50）；对照

组中产后尿潴留发生率 20.00%（10/50），组间数据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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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分娩是女性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不论是

顺产还是剖宫产，产妇分娩后恢复均需展开护理干预，

预防并发症的出现，影响产妇的身体恢复进程；但是，

多数产妇的分娩后会有产后尿潴留出现，其原因为：

分娩的产程时间长，膀胱受到挤压，胎头长时间压迫

膀胱三角区，导致膀胱肌麻痹造成；产妇会阴部伤口

肿疼造成；反射性引起尿道括约肌痉挛造成；妊娠时

腹壁扩张，产后腹壁松弛，腹压下降，继而膀胱肌张

力减低造成的[5-6]。一旦有上述因素存在，产妇的排尿

时间会大大延长，排尿也会更加困难，因此需采取护

理措施进行干预，以帮产妇尽早排尿。以往的护理模

式以“教育”为主，并发症预防和处理干预相对较弱；

而预见性护理则是属于超前护理模式的一种，主要是

通过观察产妇身体，发现其产后尿潴留特点，以及可

能发生的潜在问题，借助“预见”的理念，展开针对性

较高的干预措施，以此将问题解决，或者是将可能发

生的问题扼杀在萌芽阶段；同时，此护理模式将护理

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不但能够减少护士自身的工作

量，也能够降低产妇承受不必要的痛苦，使得护理质

量得到了显著提升[7-9]。

经过本研究得知：观察组的首次排尿的时间、恶

露持续的时间、住院时间均比对照组低；观察组中产

后尿潴留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组间数据比较有统计学

意义，P＜0.05。说明预见性护理模式应用效果显著，

对产妇尽早排尿起到了促进作用。究其原因为：在预

见性护理应用期间，基于常规健康宣教，通过沟通了

解产妇的心理状态，并进行相应的疏导，以此提升产

妇的护理依从性，继而使得护理满意度得以提升；同

时根据产妇自身恢复情况，帮助产妇按摩，以加速尿

液的排出；还需让产妇多喝水，使得膀胱区出现膨窿，

有利于尽早排尿等。另外，电刺激理疗之后，通过电

极片输出以此改善产妇的膀胱肌肉组织舒张与收缩，

进一步实现排尿的目的[10-12]。

综上所述，将预见性护理应用在产后尿潴留干预

中，能够帮助产妇尽早排尿，缩短住院时间，提升总

体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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