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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妊高症患者护理中对心理状况的影响效果研究

陈薇薇，谭琪濛，顾宏梅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南通

【摘要】目的 探究妊高症产妇运用心理护理的影响效果。方法 选取时间 2021年 4月到 2022年 5月，

选自临床产科，共 60人，随机分成研究组、对照组，每组 30人。结果 研究组 SDS、SAS 量表评分更低；

研究组产妇的遵医嘱行为评分更高，P＜0.05；干预前，组间产妇血压指标差距小，干预后研究组产妇孕期

血压更趋近于正常值，P＜0.05；研究组产妇自然分娩和新生儿足月产占比更大，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患

病率低于对照组，P 值＜0.05。结论 妊高症产妇围生期危险系数较高，运用心理护理可以帮助患者调控情

绪水平，强化遵医嘱行为，改善高血压指标。

【关键词】心理护理；妊高症；心理状况；依从性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pregnancy induced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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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 maternal psychological
nursing. Methods: From April 2021 to May 2022, a total of 60 people were selected from clinical obstetrics
department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0 people in each group. Results SDS
and SAS scale scores were lower in the study group. The maternal compliance behavior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P < 0.05; Before intervention, the difference of maternal blood pressure index between groups was
small, but after intervention, the maternal blood pressu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closer to the normal value,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Pregnant women with high risk factor during the perinatal period, the us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n help patients regulate their emotional level, strengthen the behavior of compliance with
medical advice, improve hypertension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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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作为女性需要经历的生理过程，围生期危

险因素较多，其中妊娠期高血压是较为严重的一种

疾病类型，患者典型表现为高血压、头痛和蛋白尿，

部分严重患者甚至会出现抽搐症状，后期伴随病程

发展逐渐演变为实质脏器损伤，严重威胁孕产妇和

新生儿的生命安全[1-2]。目前疾病发病原因尚不明确，

部分研究者认为妊高症与孕期产妇过度精神紧张、

激素水平变化等有关[3]。常见临床治疗方式为保守

药物疗法，实践表明其具有一定疗效，但由于受传

统观念影响，多数产妇担心药物副作用用药依从性

较差，心理负担较重[4]。文章选取院内产科围生期

产妇作为此次研究对象，探究妊高症产妇运用心理

护理的影响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文章研究人员选取时间 2021年 4月到 2022年
5月，选自临床产科，共选取研究患者 60人，随机

分成研究组、对照组，每组 30人。对照组 22-36 年

龄平均值（岁）：（25.27±2.41），体质量 55-78 平

均值（kg）：（66.52±3.19），孕周 36-40平均值（周）：

（37.41±5.08），研究组 22-37 年龄平均值（岁）：

（25.51±2.34），体质量 54-78 平均值（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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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7±3.28），孕周36-40平均值（周）：（37.37±4.38）。
对比两组产妇资料可得 P＞0.05。2组产妇症状包括

头痛、恶心、呕吐、血压升高以及蛋白尿，均符合

我国医学会 2015年发布的妊高症诊治指南；研究已

获得患者本人知情同意权；排除合并实质脏器损伤、

心脑血管疾病的产妇；患有其他妊娠期并发症的产

妇。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一般护理，入院后由责任护士进

行全程护理，其间严密监测产妇生命体征，定期协

助产妇进行临床检查，及时填写护理记录单，建立

动态化的护理监测机制，及时发现产妇异常情况，

告知主管医师并协助其进行后续处理。

研究组：给予心理护理，具体如下：⑴科室成

立专项护理小组，有护士长作为小组组长，负责其

他护理人员的日常培训，培训结束后确保每名护理

人员都完全掌握心理护理方法、流程和技巧。⑵不

同阶段的心理护理：①入院时：热情接待患者，与

患者寻求沟通，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向患者接受

院内环境、主管医师、责任护士以及同病室产妇，

帮助产妇尽快熟悉医院环境，消除患者陌生和恐惧

感。②分娩前：此时心理护理重点在于向患者普及

疾病常识，告知产妇具体的治疗和护理流程，提高

产妇的认知水平，缓解其由于不了解自身病情而造

成的焦虑感；动态化评估产妇心理状态，根据产妇

的焦虑程度应用不同的情绪调节方法。③分娩时：

分娩过程中要注重产妇情绪的调节，安抚和鼓励产

妇，指导产妇根据宫缩节律调整呼吸和力量。④分

娩后：生产后的心理护理尤为重要，关乎产妇是否

会出现产后抑郁。产后患者生命状态平稳后，第一

时间告知产妇生产情况和新生儿状况，鼓励产妇说

出自己的内心需求，善于表达分娩感受，护理人员

对其生产表现提出赞扬，提高产妇的生产成就感，

对产妇困惑的问题给出解答；在后期产妇恢复过程

中注意进行心理状态评估，及时发现产妇的心理问

题，耐心向产妇说明产后可能出现的不良现象，告

知遵嘱服药的重要性，与产妇建立良好关系，获得

产妇及其家属信任，提高其遵医嘱行为能力；出院

前对产妇进行母乳喂养和盆底肌康复指导，提高其

预后生活质量。

1.3观察指标

⑴使用 SDS、SAS（量表评分越低越好）两项

量表对产妇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进行评价，本研究中

产妇的心理护理需要根据量表评分进行调整。⑵使

用Morisky（依从性）量表对两组产妇治疗依从性进

行评定，量表共包括 4个层面，即遵嘱用药、体重

控制、钠盐摄入控制、坚持运动等，单项分值 0-5
分，分值越高说明产妇依从性越强。⑶统计两组产

妇护理干预前后收缩压和舒张压的变化情况。⑷统

计两组母婴结局，生产方式包括自然分娩和剖宫产

两种，新生儿结局包括足月产、早产和呼吸窘迫综

合征。

1.4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3.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卡方

检验和 T检验，若两组数据之间 p值小于 0.05，则

代表 2组患者在以上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对比 2组 SDS、SAS得分

研究组 SDS、SAS 量表评分更低，P＜0.05，见

下表 1。

表 1 2组 SDS、SAS得分对比（x±s，分）

组别
SAS评分（分） SDS评分（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n=30） 55.35±7.40 21.32±8.32 61.80±5.68 18.28±5.30

对照组（n=30） 55.31±7.48 39.56±8.41 62.10±6.25 31.54±7.36

t 0.0208 8.4450 0.1946 8.0078

p 0.9835 0.0000 0.8464 0.0000

2.2比对 2组依从性

干预前，研究组病人遵嘱用药（2.27±0.32）分、

体重控制（2.60±0.11）分、钠盐摄入控制（2.82±0.69）

分、坚持运动（2.73±0.35）分，对照组分别为

（2.29±0.30）分、（2.64±0.14）分、（2.86±0.74）
分、（2.72±0.25）分，数据对比 t=0.2497、1.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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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5、0.1273，p=0.8037、0.2235、0.8293、0.8991
（P＞ 0.05）；干预后，研究组病人遵嘱用药

（4.66±0.38）分、体重控制（4.50±0.31）分、钠盐

摄入控制（4.72±0.35）分、坚持运动（4.83±0.12）
分，对照组分别为（3.85±0.55）分、（3.41±0.30）
分、（3.89±0.25）分、（3.72±0.24）分，数据对比

t=6.6365、13.8393、10.5695、22.6578，p=0.0000、
0.0000、0.0000、0.0000，研究组产妇的遵医嘱行为

评分更高，研究过程中可以遵嘱用药，坚持运动、

控制体重，组间数据对比 P＜0.05。
2.3比对 2组血压指标

干预前，研究组收缩压（166.25±13.49）mmhg、
舒张压（ 108.81±6.15）mmhg，对照组收缩压

（166.24±15.10）mmhg、舒张压（109.05±7.86）mmhg，
t=0.0027、0.1317，p=0.9979、0.8957，P值＞0.05；
干预后，研究组收缩压（132.58±11.84）mmhg、舒

张 压 （ 83.55±5.46 ） mmhg ， 对 照 组 收 缩 压

（140.36±12.05）mmhg、舒张压（98.73±4.25）mmhg。
t=2.5224、12.0166，p=0.0144、0.0000，干预前，组

间产妇血压指标差距小，干预后研究组产妇孕期血

压更趋近于正常值，P＜0.05。
2.4对比 2组间母婴结局

研究组自然分娩 26 例 /86.67%、剖宫产 4 例

/13.33%、新生儿足月产 27 例/90.00%、早产 3 例

/10.00%、呼吸窘迫综合征 1例/3.33%；对照组自然

分娩 17 例/56.67%、剖宫产 13 例/43.33%、新生儿

足月产 20 例/66.67%、早产 10 例/33.33%、呼吸窘

迫综合征 6例/20.00%。组间比率经统计学分析可得

χ2=6.6494、4.8118、4.0431，t=0.0099、0.0283、0.0444。
研究组产妇自然分娩和新生儿足月产占比更大，新

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患病率低于对照组，P值＜0.05。
3 讨论

妊娠期高血压是指血压升高和妊娠同时存在的

一种疾病。该疾病在临床产科极其常见，疾病表现

较复杂，可见蛋白尿、水肿和全身脏器损伤。临床

实践显示此类患者妊娠后期由于缺乏疾病相关知识，

担忧自身和胎儿情况容易出现较严重的负性情绪，

剧烈的情绪变动容易加剧母婴不良结局发生率[5-6]。

现阶段临床越来越意识到良好的心理护理对产妇情

绪的调节作用，旨在通过健康指导提高产妇认知，

消除以往错误的生产观念，提高其治疗依从性，指

导产妇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限制每日钠盐的摄入

量，坚持舒缓的有氧运动，合理控制体质量[7-8]。文

章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 SDS、SAS 量表评分更低，

P＜0.05；研究组产妇的遵医嘱行为评分更高，研究

过程中产妇可以严格遵嘱服用药物，坚持运动、控

制体重，组间数据对比 P＜0.05；干预前，组间产妇

血压指标差距小，干预后研究组产妇孕期血压更趋

近于正常值，P＜0.05；研究组产妇自然分娩和新生

儿足月产占比更大，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患病率

低于对照组，P值＜0.05。
综上所述，妊高症产妇围生期危险系数较高，

运用心理护理可以帮助患者调控情绪水平，强化遵

医嘱行为，改善高血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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