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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身心照护式护理在产妇产房分娩过程中的价值研究 

吴祥娇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安徽合肥 

【摘要】目的 讨论在产妇产房分娩时应用全程身心照护护理模式的实践价值。方法 选取 2022 年—2023 年

我院分娩中心接诊的产妇 100 例，将其随机分组为对照组（50 例，常规产房分娩护理）和观察组（50 例，全程

身心照护式护理）。比较两组产妇选择自然分娩的比例和第 1、第 2、第 3 产程的用时，以及产妇在分娩过程中

的 VAS 疼痛自评分数、产后出血总量和产妇对护理模式的满意度情况。结果 观察组产妇选择自然分娩的比例明

显大于对照组，且产妇在第 1、第 2、第 3 产程的所用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产妇对疼痛的感知

程度 VAS 评分和产妇产后的出血量明显低于对照组产妇，且产妇对护理模式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产妇产房分娩过程中对产妇应用全程身心照护式护理可以明显降低产妇的分娩疼痛和减少产后出血量，

缩短产程时间，具有临床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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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applying the full process physical and mental care nursing 
model during delivery in the maternity ward. Method: 100 parturients who were treated at our hospital's delivery center 
from 2022 to 2023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50 cases, conventional delivery room nursing)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full process physical and mental care nursing). Compare the proportion of two groups 
of parturients choosing natural delivery, the duration of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stages of labor, as well as the VAS pain 
self-assessment score, total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nursing mode during delivery. The proportion 
of postpartum wom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hoosing natural deliver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ime taken by postpartum women in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stages of labor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VAS score of pain perception and postpartum hemorrhag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nursing mod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full process physical and mental care 
nursing to parturients during delivery in the delivery room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labor pain and postpartum bleeding, 
shorten the delivery time, and has clinic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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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的分娩过程是一个重要的生理和心理过程，

对于产妇和新生儿的健康和幸福具有重要的影响。在

分娩过程中，生理和心理的变化对产妇来说是一种巨

大的挑战。传统的医疗护理主要关注产妇的生理状态，

而忽略了其心理和情感的需求。然而，产妇在分娩过程

中常常伴随着焦虑、恐惧和疼痛等负面情绪，缺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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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和关爱会进一步加重这些负面情绪，对产妇和

胎儿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1-2]。随着护理理念的不断更

新，全程身心照护式护理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全程

身心照护式护理是指在产妇分娩过程的开始到结束，

护理人员通过提供身体、情感和心理上的支持，满足产

妇在分娩过程中的身心需求，提高产妇的满意度和生

育体验[3]。本研究分析在产妇产房分娩过程中应用全程

身心照护式护理的临床价值，为临床分娩实践提供参

考。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2 年—2023 年我院分娩中心接诊的产妇

100 例，将其随机分组为对照组（50 例，初产妇 32 例，

经产妇 18 例，产妇年龄 22～34 岁，平均 28.59±4.16
岁，孕周期时间 37～40 周，平均 39.02±3.89 周，应

用常规产房分娩护理）和观察组（50 例，初产妇 29 例，

经产妇 21 例，产妇年龄 21～33 岁，平均 28.41±3.26
岁，孕周期时间 38～41 周，平均 38.99±4.01 周，应

用全程身心照护式护理）。两组产妇在孕周期等一般资

料分析上显示存在可比性（p＞0.05）。所有参与研究

的产妇及家属都签署了研究同意书，我院伦理委员会

审批同意该项研究。 
1.2 方法 
1.2.1 常规产房分娩护理 
对照组：接受常规产房分娩护理措施，例如观察产

妇在分娩过程中的体征变化，并帮助产妇分娩；产妇产

后 2 小时内观察产妇产后出血情况，无异常则将产妇

转入普通病房进行常规看护护理；向产妇普及母乳喂

养对新生儿发育的好处。 
1.2.2 身心照护式护理 
观察组：产妇在常规护理上再接受身心照护式护

理措施，具体包括：（1）对产妇出现的并发症，如妊

娠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等给予对症用药，

常用药物如缩宫素、拉贝洛尔等。（2）分娩时给予产

妇药物性镇痛护理，将非甾体类抗炎药、麻醉镇痛药通

过穿刺腰椎，在硬膜外腔处置入细导管，通过导管来持

续、恒速、小剂量的止痛药剂，从而产生神经阻滞，使

产妇无法感知疼痛。（3）非药物镇痛方式：①水疗：

助产士帮助产妇进行水疗护理，在分娩池中使用暖水

浸泡，这可以缓解产妇疼痛和疲劳，并增加舒适感。水

疗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减少肌肉紧张，提供一种轻松

的环境。②音乐疗法：音乐疗法可以通过音乐的节奏、

旋律和节拍来缓解产妇的疼痛和焦虑感。产妇可以选

择自己喜欢的音乐，通过听音乐来分散注意力，并减轻

疼痛感，促进产妇的情绪稳定。③精油疗法：精油疗法

使用天然精油来缓解疼痛和焦虑感。产妇可以通过香

薰灯、按摩或吸入的方式使用精油。常用的精油包括薰

衣草、依兰、迷迭香、柠檬、佛手柑、回青橙、天竺葵、

尤加利等，这些精油具有放松肌肉、缓解疼痛和促进休

息的作用。④瑜伽球操：当产妇出现规律性的阵痛及宫

缩时，可以在助产士的帮助下，坐在分娩瑜伽球上来回

晃动身体进行分娩球运动，通过在球上进行各种动作

和体位，可以帮助产妇减轻会阴处的神经疼痛，同时还

能促进产妇的血液循环，并放松紧张的肌肉。⑤情绪支

持：产妇常常会感到担忧、紧张和恐惧，在分娩过程中

容易产生焦虑和压力。护士应该通过情绪支持，帮助产

妇缓解焦虑和紧张情绪，建立起安全感和信任感。⑥饮

食和水分管理：在分娩过程中，产妇需要足够的能量和

水分来维持体力和水平衡。护士应该根据产妇的需要，

合理安排饮食和提供水分，以保持产妇的体力和水平

衡。⑦产后护理：在分娩后，护士应该对产妇进行全面

的产后护理，包括恶露排出、伤口愈合情况、乳房护理

等。护士还应该为产妇提供产后教育，包括产后恢复、

母婴护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巧。 
1.3 疗效标准 
（1）观察两组产妇的分娩结局（自然分娩、阴道

辅助分娩、剖宫产），比较两组产妇选择自然分娩的比

例；（2）观察并比较两组产妇在第 1、第 2、第 3 产程

所用的时间；（3）使用 VAS 疼痛模拟简表（分值 0～
10 分）来评估两组产妇在分娩过程中的疼痛程度，数

字越大则疼痛感越强烈；（4）观察并比较两组产妇的

产后出血总量；（5）使用分娩中心自制的《产妇分娩

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来评价两组产妇对护理模式的

满意度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在 SPSS17.0 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 χ2 检验，（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产妇自然分娩的比例 
观察组产妇自然分娩的比例 70%（35 例/50 例：自

然分娩 35 例，阴道辅助分娩 8 例，剖宫产 7 例）明显

大于对照组 50%（25 例/50 例：自然分娩 25 例，阴道

辅助分娩 14 例，剖宫产 11 例），（χ2=4.167，P=0.041）
有差异。 

2.2 比较两组产妇在三个产程的所用时间 
观察组产妇在第 1、第 2、第 3 产程的所用时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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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于对照组，（P＜0.05）有差异。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产妇在第 1、第 2、第 3 产程的所用时间

（min， ） 

组别 例数 第 1 产程 第 2 产程 第 3 产程 

观察组 50 452.39±56.37 45.28±6.68 13.29±2.11 

对照组 50 534.68±48.59 53.16±5.87 16.57±1.98 

t - 7.819 6.266 8.016 

P - 0.001 0.001 0.001 

 
2.3 比较两组产妇的疼痛程度 
观察组产妇对疼痛的感知程度 VAS 评分（6.97±

1.03 分）低于对照组产妇（8.57±1.26 分），（t=6.952，
p=0.001）有差异。 

2.4 比较两组产妇的产后出血量 
观察组产妇产后的出血量（135.29±12.56mL）明

显低于对照组产妇（203.64±18.54mL），（t=21.582，
p=0.001）有差异。 

2.5 比较两组产妇的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产妇对护理模式的满意度 96%（48 例/50 例：

非常满意 32 例，满意 16 例，不满意 2 例）明显高于

对照组 82%（41 例/50 例：非常满意 24 例，满意 17
例，不满意 9 例），（χ2=5.005，P=0.025）有差异。 

3 讨论 
全程身心照护式护理是指在产妇产房分娩过程中，

通过对产妇身心状态的综合关注与照顾，为产妇提供

全方位的支持和关怀，旨在促进产妇的身体康复和心

理健康。全程身心照护式护理是对传统产房分娩方式

的一种创新和改进，能够提高产妇的满意度、减轻产妇

的疼痛和焦虑，并改善分娩结果[4]。 
本研究中，观察组产妇选择自然分娩的比例明显

大于对照组，产妇在第 1、第 2、第 3 产程的所用时间、

产妇的疼痛 VAS 评分和产后出血量明显低于对照组产

妇，产妇对护理模式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全程身心照护式护理在产妇产房分娩过程中具

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全程身心照护式护理能够为产妇

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服务。每位产妇在分娩过程中都有

不同的需求和情绪反应，有的可能会出现焦虑、恐惧、

痛苦等心理问题。传统的产房分娩方式往往只注重对

产妇身体的监护和医疗操作，忽略了对产妇心理健康

的关注。而全程身心照护式护理则充分重视产妇的个

性化需求，通过细致入微的关怀和沟通，能够更好地理

解产妇的心理状态，并针对其具体情况提供相应的心

理支持和疼痛缓解措施[5]。其次，全程身心照护式护理

能够改善分娩结果。研究表明，产妇分娩的情绪状态和

分娩结果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情绪稳定、积极的产妇

通常能够更好地应对分娩过程，减轻疼痛感，缩短分娩

时间，降低产妇需要进行剖宫产的比例。而全程身心照

护式护理通过提供身心上的支持和护理，能够帮助产

妇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减少焦虑和恐惧，从而有助于

改善分娩结果，提高母婴安全[6]。再次，全程身心照护

式护理还可以提高产妇的满意度。产妇对分娩过程的

满意度不仅仅取决于最终的分娩结果，也取决于她们

在分娩过程中的体验和感受[7]。传统的产房分娩方式往

往给产妇带来痛苦、焦虑和恐惧，使她们对分娩过程产

生负面的情绪和记忆。而全程身心照护式护理能够通

过对产妇的情绪和需求的关注，为她们提供温暖、安全、

舒适的分娩环境和护理，从而提高产妇的满意度，增强

她们对分娩的信心[8]。最后，在产妇产房分娩过程中，

产妇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可能出现腹部疼痛、

恶心、焦虑等不适感。通过全程身心照护式护理，护士

可以提供有效的疼痛缓解措施，如物理疼痛缓解、心理

放松技巧和呼吸法等，以减轻产妇的痛苦感受。然而，

全程身心照护式护理的实施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需

要加强对全程身心照护式护理的宣传和培训，提高护

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加大对产妇产房分娩过程中的

护理资源的投入。 
综上所述，在产妇产房分娩过程中，应用全程身心

照护式护理能够为产妇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服务，改善

分娩结果，提高产妇的满意度。因此，我们应该在产妇

分娩过程中积极推广和应用全程身心照护式护理，为

产妇和婴儿提供更好的护理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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