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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张晓华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产科  江苏南通 

【摘要】目的 研究心理护理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我院 2019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期间进行治疗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随机分配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研究组

实施心理护理，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病情状况、并发症情况、不良妊娠情况以及对护理满意度情况。结果 研究

组采用心理护理后，患者的血压情况有明显的降低高于对照组，并发症情况和不良妊娠情况改善结果均优于对照

组，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护

理中采用心理护理辅助治疗病情效果显著，改善患者不良情绪，减少不良妊娠的发生，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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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nursing care of patients with pregnancy induced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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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hypertensive diseases in 
pregnancy. Methods Patients with 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9 to June 2020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The patients' condition, complications, adverse pregnancy 
and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psychological nursing, the blood 
pressu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improvement results of 
complications and adverse pregnancy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hypertensive diseases in pregnancy is remarkable, which can improve 
the adverse mood of patients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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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常见的产科疾患，该病症表

现多样性，常见血压升高、蛋白尿、水肿、全身多器

官损害，严重者出现抽搐昏迷现象，危及产妇及胎儿

健康，是导致产妇及胎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

相关数据统计 15%的死亡产妇都患有妊娠期高血压疾

病[1]。该病症患者心理常会产生较大的压力，造成睡

眠或饮食障碍，久而久之孕妇很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

不良情绪，容易引起并发症的发生，严重者危及孕妇

及胎儿的生命安全[2]。所以做好有效的护理干预最大

程度保障孕妇及胎儿的安全，减少并发症及不良妊娠

的出现，成为了产科护理关注的重点，以下对我院进

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实施心理护理观察其具体应

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用 2019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期间到我院接受治

疗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 80 例，按照先后入院时间

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40 例，对照组年龄 20～36 岁，

平均年龄（26.85±3.65）岁，孕周 33～40 周，平均孕

周（36.82±1.96）周，初产妇有 18 例，经产妇 2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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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 29 例，慢性高血压病并发子痫前期 3
例，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病 8 例；研究组年龄 21～37
岁，平均年龄（27.03±3.18）岁，孕周 34～41 周，平

均孕周（37.12±1.27）周，初产妇有 19 例，经产妇

21 例，妊娠期高血压 28 例，慢性高血压病并发子痫

前期 5 例，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病 7 例；两组患者的

年龄、孕周和病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同时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本研究。我院

伦理委员会对本研究完全知情，并批准研究。 
根据《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诊治指南》纳入标准：

（1）经过临床检查诊断确定符合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

者。（2）能够进行配合研究。（3）自愿参与本次研

究。 
排除标准：（1）丧失语言功能或智力障碍的患者。

（2）严重脑神经疾病、心血管疾病以及肾脏器官疾病

的患者。（3）有恶性肿瘤的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进行常规护理方

式，研究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具体

步骤如下： 
（1）常规护理 定时监测患者的血压、脉搏、呼

吸并准确记录，安排专人进行监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患者肝功能及尿蛋白的变化，正确记录 24 小时出入

量，定期查尿素氮、肌肝、尿酸等，同时监测肾功能，

输液注意滴速，防止输液过快加重心脏负担。对患者

的饮食及睡眠情况进行常规干预。 
（2）心理护理 
①产前心理护理 为产妇讲解该病症的基本知识

和治疗方法，使其能够正面认识疾病了解相关知识，

积极地进行治疗，讲解治疗后顺利生产母子健康的例

子，增加产妇治疗的信心。平时也要积极地与产妇进

行沟通，建立信任关系，根据产妇不同的心理状态，

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对产妇的疑问要及时耐心地

解答，尽量满足产妇的正常要求，让产妇保持良好的

心理和精神状态。 
②产中心理护理 宫缩频繁的到来会导致产妇精

神紧绷，护理人员应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告知患者

宫缩属于正常现象，并且鼓励患者，让患者不要过度

紧张。若产妇需要进行剖宫产需要在镇痛时，鼓励患

者多下床走动，告知患者此方法能够缩短产程。 
③产后心理护理 顺利生产后给予产妇肯定性的

表扬，并进行心理安抚，对分娩后出现的反应进行有

效科普，告知产妇正常现象的发生，减少产妇恐慌感。

鼓励产妇尽早下床活动尽快将恶露排出，严密监测产

妇的精神状态、子宫收缩情况和阴道出血现象，警惕

大出血现象。对不同疼痛情况的产妇多通过语言沟通

的方式分散患者对疼痛的注意力，随时对患者进行安

抚关心和鼓励。对术后出现严重镇痛的产妇采取镇痛

措施，避免子宫收缩的疼痛造成患者血压急速升高。 
1.3 疗效标准 
进行护理后监测两组患者的舒张压、收缩压做好

监测进行记录比较；对患者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进行评分，统一数据进行对比；记录两组护理后患者

出现的并发症情况和不良妊娠情况及时记录统计后进

行对比；采用自制满意度评分表，让患者对护理满意

度进行评分，整理患者总满意度率进行对比。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17.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总体护理效果 
（1）进行护理后两组患者的舒张压和收缩压都有

明显的降低，其中研究组的舒张压（76.57±16.32）、

收缩压（119.48±12.26）对比对照组舒张压（85.68±
16.32）、收缩压（132.17±14.32）降低效果更为明显，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护理干预后研究组的焦虑情绪（30.23±1.52）

低于对照组（35.88±5.32），其缓解效果更为明显，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3）两组护理后研究组并发症率 5.00%、不良妊

娠 2.50%均低于对照组 32.50%、17.50%，其护理效果

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4）进行护理后两组满意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

升，其中研究组总满意率 97.50%明显高于对照组

77.5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上述对比

数据见表 1。 
3 讨论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即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妊娠期

特有的疾病，包括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子痫、

慢性高血压并发子痫前期以及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

我国发病率为 9.4%，本病严重影响母婴健康，是孕产

妇和围生儿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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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护理效果对比（n=40， sx ± 、%） 

组别 舒张压（mmHg） 收缩压（mmHg） 焦虑情绪 并发症 不良妊娠 总满意率 

研究组 76.57±16.32 119.48±12.26 30.23±1.52 5（5.00%） 1（2.50%） 39（97.50%） 

对照组 85.68±16.12 132.17±14.32 35.88±5.32 13（32.50%） 7（17.50%） 31（77.50%） 

t/χ2 2.512 4.258 6.458 4.588 5.000 7.314 

P 0.014 0.001 0.001 0.032 0.025 0.007 

 
该病症会导致孕妇胎盘早剥或者由于血压过高而

不得不提前终止妊娠，使得孩子为早产儿的风险增加，

同时也增加了孩子的死亡风险，严重危害孕妇的身心

健康[4]。 
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妇实施有效的护理方式显

得尤为重要，常规的护理方式常常以孕妇的病症稳定

和治疗为主，对患有病症的孕妇焦虑不安情绪无法做

出对应处理，对因发病而产生过度恐慌焦虑的患者造

成一定的影响[5]。心理护理方式的出现，可以有效地

缓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的不良情绪，采取以心理

引导为主体对患者进行产前、产中、产后的综合护理

模式，积极地进行心理开导及沟通交流，极大程度地

减少孕妇的心理焦虑不安情绪。对患者多次进行讲解

健康或疾病的专业知识，解决患者内心对疾病的疑惑，

耐心回答患者对自身和胎儿担忧问题，使患者正面认

识疾病并积极治疗，提高治疗效果[6-7]。在妊娠期间密

切观察患者的情况，发现患者不良情绪或状况的出现，

及时地对患者提高帮助，安抚患者的恐惧感，能够使

患者更加配合治疗[8]，同时使治疗流程或分娩流程更

加顺利地进行。对患者生产后及时地给予鼓励和表扬，

使患者得到正向反馈，产生肯定自身的心理，提升了

患者治疗该病症的信心，减少了不良情绪。产后对孕

妇大出血症状的警惕观察，能够对其发生不良情况及

时止损，在产中对产妇的鼓励和安抚能够减少产妇的

情绪波动，缓解血压升高[9]。本次研究数据显示对患

者实施心理干预，对患者血压情况、焦虑情绪都有良

好的改善，减低了并发症和不良妊娠的发生率，增加

了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进一步地佐证了心理护理对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的护理效果。 
综上所述，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的护理实施

心理护理具有显著的应用效果，有效地降低了不良情

况的发生，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及生活质量，在临床

应用中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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