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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孕产妇的妊娠结局及产后抑郁状况的影响 

王迎春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南充 

【摘要】目的 针对心理护理对于孕产妇妊娠结局及产后抑郁状况的干预作用进行分析。方法 纳入我院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接诊的 104 名待产妇参与本课题，以平均分配的方式分为研究组及常规组，常规组应

用产科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联合应用心理护理，对两组妊娠结局、心理状况进行对比。结果 研
究组患者应用心理干预后，产后出血量明显较常规组出血量少，产程较常规组短，新生儿 Apgar 评分以及自然分

娩率均优于常规组；研究组产妇 SAS 及 SDS 评估指数分别是（31.92±5.63）、（35.47±5.49），而常规组产妇

SAS 及 SDS 评估指数则为（35.12±4.34）、（30.93±5.19）。结论 在孕产妇护理中融入心理护理干预措施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妊娠结局，缓解产妇心理压力，降低焦虑及抑郁等不良心理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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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regnancy outcome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pregnant women 

Yingchun Wang 

Nanchong Central Hospital, Nanchong, Sichu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pregnancy outcome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of pregnant and lying-in women. Methods a total of 104 expectant mothers were recruited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0. They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routine group according to the average 
distribution, the study group appli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and compared the pregnancy 
outcome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he postpartum 
hemorrhag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labor course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routine group. The APGAR score and natural delivery rate of the newbor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The indexes of SAS and SD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31.92 ± 5.63) and (35.47 ± 5.49) 
respectively, while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were (35.12 ± 4.34) and (30.93 ± 5.1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in maternal care can improve pregnancy outcome, relieve 
maternal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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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持续发展，大众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

医疗观念及标准也在持续提升，以往的护理理念及护

理模式已经无法使当前人们的护理需求得到满足。为

了可以向孕产妇提供优质服务，可在产科常规护理基

础上联合应用心理护理，为产妇及家属详细讲解产科

知识，提升其对产科护理的认识程度，以缩短产程、

改变妊娠结局、提升产后生活质量、改善心理状况。

本课题中纳入我院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接

诊的 104 名待产妇参与研究，分析心理护理对于产妇

妊娠结局及产后抑郁的干预效果，详情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接诊的

104 名待产妇参与本次研究，其中包含 61 名初产妇，

43 名经产妇，年龄在 22 岁至 35 岁之间，年龄均值大

约是（26.31±2.32）岁。以平均分配的方式分为研究

组及常规组，各组 52 名研究对象，对两组产妇基础资

料进行对比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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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常规组 
产妇应用常规护理模式，例如观察产妇宫缩情况，

待规律后将产妇送入产房，并观察产程进展，监测胎

心，遵医嘱进行补液、镇静等；产妇分娩过程引导配

合呼吸；胎儿娩出后进行清理，保持新生儿呼吸道畅

通；断脐并包扎；由产妇确认性别后佩戴名牌，并在

记录单上加盖新生儿脚印及产妇指引；对新生儿娩出

时间、体重以及性别和健康状况进行记录等。 
（2）研究组 
研究组产妇在产科常规护理基础上联合应用心理

护理，产前：①护理人员与产妇及其家属保持和谐的

护患关系，日常以和蔼可亲的态度进行交流沟通，注

意自身言行举止，保提升待产妇分娩信心及安全感。

②因为自身激素影响，大部分待产妇可能存在焦虑、

恐惧、抑郁等不良情绪。因此，护理人员提供产前咨

询时，应耐心倾听其心理需求，缓解负面情绪及心理

负担。③大部分待产妇及其家属认为剖腹产可以提高

分娩安全性，加快分娩速度，降低痛苦程度，对于自

然分娩存在抵触心理。例如降低新生儿肺部感染概率、

防止产后出血、避免术后感染、节省治疗费用以及缩

短治疗时间等。产中：密切观察分娩过程。基于产妇

情况应用不同护理模式，期间给予产妇安慰。宫缩过

程可通过按摩等方式为产妇减轻痛苦，使其保持情绪

稳定，并在产妇体力不支时，鼓励产妇保持情绪放松

并进食，以保证良好的情绪及产力，确保顺利过渡宫

口扩张期。进入第二产程后，护理人员可对产妇指导，

为产妇提供擦汗，喂水等服务，通过无微不至的护理

服务向产妇提供支持；产后：做好产褥期护理并进行

产后随访。产褥期是产妇身体机能及内脏器官恢复的

重要阶段，因此产妇应该保证良好的心理状态，护理

人员在此期间及时进行心理干预，提供心理指导，可

以有效避免产后抑郁，降低产后健康危害，确保产妇

婚姻及家庭稳定，有效确保产妇分娩后快速恢复，降

低不良事件发生几率。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分娩指标，其中包含产后出血量、

产程时间以及新生儿 Apgar 评分，比较两组妊娠结

局，诸如自然分娩及剖腹产；（2）通过 SAS 和 SDS
量表对两组产妇产前及产后心理状况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研究获取的全部信息使用 SPSS22.0软件

进行整理和分析，(x±s)（%）分别代表计量资料、

计数资料，组间数据对比应用 t、χ2 进行检验，若 P＜
0.05 则证实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娩指标 
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应用心理护理，产后出

血两较常规组少，产程更短，评估新生儿 Apgar 指标

优于常规组，52 名产妇中仅 4 人因自身条件限制，采

用剖腹产的方式，自然分娩率高达 92.31%左右，而常

规组 52 名产妇中 17 人采用剖腹产的方式分娩，自然

分娩率仅为 67.31%，各组分娩指标详情如表 1 所示： 
2.2 心理状况 
两组产妇通过应用不同护理模式进行干预，焦虑、

抑郁等负面情绪均得到良好改善，但研究组产妇情况

更加显著（P＜0.05），如表 2 所示。 

表 1 对比两组产妇分娩指标 

分组（n=52） 产后出血（ml） 产程时间（h） 新生儿 Apgar 指标 

研究组 73.8±7.6 6.58±2.75 9.81±0.11 

常规组 95.2±10.5 9.16±3.15 9.42±0.52 

t 值 11.9055 4.4493 5.2912 

P 值 P＜0.05 P＜0.05 P＜0.05 

表 2 对比两组分娩前后心理状态 

分组（n=52）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1.86±4.96 31.92±5.63 40.96±4.63 35.47±5.49 

常规组 42.92±5.13 35.12±4.34 40.87±4.59 30.93±5.19 

t 值 1.0712 3.2461 0.0995 4.3334 

P 值 0.2866 ＜0.05 0.920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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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年，跟随国内社会的持续发展，医学领域同样

面临严峻的考验，心理护理在医院各科室中的应用逐

渐广泛，并且已经涉及到妇产科，并成为妇产科不可

或缺的护理技术及模式之一。怎样确保产妇分娩过程

顺利完成，同时可以保障其顺利实现角色转换至关重

要。此时需要护理人员提供鼓励，将产妇作为护理中

心，由产妇实际需求着手，科学制定治疗及护理方案，

不但能够为产妇减轻压力，同时可以节省经济支出，

最显著的效果就是提升产科护理人员护理效率。应用

心理护理干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妇发生不良

心理反应，同时能够缩短产程，推动分娩顺利进行，

防止新生儿发生危险。 
产后抑郁症不但会对产妇健康造成影响，同时可

能对新生儿造成威胁，同时也是造成婚姻、家庭及社

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所以应高度重视产妇产后心理

状态，不但应该针对围产期母婴生理及健康状态加以

重视，同时还应关注产妇心理发展特征，尤其是产后

心理。基于产妇情况，在日常护理过程中，融入心理

学及社会行为学专业知识，制定不同的护理方案，用

以排除产后抑郁相关因素，降低产妇心理压力，促进

产妇康复进程。对于原本患有抑郁症的产妇应及时加

以干预有效降低产后复发概率。基于此，本文在研究

组待产妇临床护理中融入心理护理干预，产妇产后出

血量大约为（73.8±7.6），产程时间大约是（6.58±
2.75），新生儿 Apgar 评估值为（9.81±0.11），各项

分娩指标均优于常规组；两组产妇产前心理状态各项

指标无显著差异（P＞0.05），经过不用护理模式干预

后，研究组 SAS 以及 SDS 评估指标分别为（31.92±
5.63）、（35.47±5.49），而常规组 SAS 以及 SDS 评

估指标是（35.12±4.34）、（30.93±5.19）；研究组

仅 4 人因个人体质原因采用剖腹产，自然分娩率达到

92.31%，而常规组 17 人采用剖腹产，自然分娩率仅为

67.31%。 
综上所述，产妇护理中融入心理护理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妊娠结局，加快产程，降低产妇痛苦程度，

缓解产妇焦虑及抑郁等不良心理，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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