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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高症临床护理中预见性运动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观察

储小梅，田晶晶，顾宏梅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南通

【摘要】目的 分析妊高症临床护理中预见性运动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

2021.03——2022.02期间收治妊高症病人作为研究对象，共计 60名，通过随机分组法分出常规组、实验组，

每组 30名。常规组应用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应用预见性运动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护理前后负性情绪评分

（HAMA、HAMD）、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和住院时间、妊娠结局、DVT 发生率。结果 护理前，两组对比

HAMA、HAMD评分未见差异性，P＞0.05。护理后，相较常规组，实验组 HAMA、HAMD评分、住院时

间、DVT 发生率更低，P＜0.05。相较常规组，实验组下肢静脉血流速度更高，P＜0.05。相较常规组，实

验组妊娠结局更优，P＜0.05。结论 妊高症临床护理中应用预见性运动护理干预可改善患者妊娠结局，建议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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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predictive exercis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of pregnancy in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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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redictive exercis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of
pregnancy induced hypertension.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PIH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February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routine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used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predictive exercis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us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negative emotion scores (HAMA, HAMD), lower extremity venous blood
flow velocity, length of stay, pregnancy outcome and incidence of DV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HAMA and HAMD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nursing,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HAMA, HAMD scores,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the incidence of DV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blood flow velocity of lower limb vei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pregnancy outcom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redictive exercis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pregnancy induced
hypertension can improve the pregnancy outcome of patients, and it is recommended to populariz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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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高症（PHD）全称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

指妊娠处于 24W左右的患者出现高血压、水肿和蛋

白尿体征，患病严重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患者头痛、

耳鸣、抽搐等。依照病情严重性分成子痫前期、先

兆子痫和子痫期。据临床统计 PHD多见于初产妇人

群，作为妊娠期常见并发症对患者身体健康有较大

影响。若未能及时接受临床治疗不仅会影响胎儿健

康，甚至会威胁母体安全。有医学资料显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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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高症患者存在促血栓形成的基因突变，容易和其

他致病因子共同发生作用故而导致患者的机体血液

转为高凝状态，有诱发血栓的风险[1-2]。因此，对于

妊高症患者积极预防血栓形成控制疾病的风险影响

至关重要，在临床施治过程中还应介入有效的护理

措施帮助患者达到良好预后。预见性运动护理干预

属于在血栓发生前采取的前瞻性干预措施，是除借

助药物控制外最主要的预防措施，用于提高患者产

后康复[3]。基于此，本研究围绕妊高症预见性运动

护理干预应用表现展开统计，详情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线性资料

选择我院于 2021.03——2022.02 期间临床收诊

的妊高症病人共计 60名作为受试者，以随机分组法

将对象分入常规组 30 名、实验组 30名，施以不同

护理干预方案。

常规组：年龄范围 22-41岁；孕周范围 32W-39W。

实验组：年龄范围 23-42岁；孕周范围 32W-39W。

资料对比 P＞0.05。
1.2方法

常规组：患者在入院后第一时间由医护人员为

其提供常规护理，随时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并按

照医嘱为其规范用药控制妊高症带来的相关不良反

应，定期检查患者血压值并详细记录，适当予以情

绪安抚，帮助患者调整体位提高舒适性。协助患者

做好产前相关检查，检测胎心并评估孕妇的个人生

产条件。向患者和家属开展全面的母婴健康宣教，

予以正确自我管理健康指导。

实验组：1.成立预见性运动护理小组。在科室

内由护士长、护理人员共同参与，在患者入院后结

合其自身病情状况、生活习惯制定合理、科学的护

理方案，保证患者能够接受全面的护理干预。开展

基础健康宣教，向患者与家属讲解妊高症的发生机

制、发展危害、治疗关键，加强患者对妊高症的正

确认知，确保后续治疗措施能被患者高效接受，对

护理服务配合积极性改善。2.心理护理。妊高症的

发生可能会影响母婴结局，对此护理人员应致力于

帮助患者营造和谐、安静的治疗环境，提高在院舒

适性。主动和患者建立交流，及时察觉不良情绪的

存在，分析导致患者产生不良心理的原因，之后针

对性的提出解决问题策略消除问题影响，给予一定

鼓励和支持，增强康复信心传递正能量。3.运动护

理。指导患者做主动运动，锻炼开始前指导患者做

呼吸锻炼调节气息，平稳深呼吸十五次，每次循环

三次。首先开始做肌肉收缩活动，收缩肌肉主要为

腓肠肌、股二头肌、股四头肌等。同时，护理人员

应指导患者每次主动活动肌肉收缩 5s，然后肌肉放

松 5s，收缩放松循环三十次左右作为一组，每天两

组。积极指导其主动做踝关节内翻、外翻活动、屈

曲伸展踝关节，约 20次，增加关节的活动活跃性。

被动运动下对于意识清醒者护理人员可帮助其完成

肩关节屈曲、外展、内旋、外旋活动，同时帮助其

活动患者肘关节、腕关节等，同样做内外旋、屈伸

活动。每次运动时间约十五分钟左右，按照患者个

体情况调整运动频率，每天一次坚持锻炼。患者的

翻身护理约间隔两小时进行一次，避免压疮风险。

1.3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护理前后负性情绪评分（HAMA、

HAMD）、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和住院时间、妊娠结

局、DVT（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

1.4统计

本次临床试验在 SPSS 23.0 系统中分析，数据

指标则以（x±s）、（n, %）表示，使用 T、χ2检验，

结果表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护理前后负性情绪评分

表1中，护理前两组对比负性情绪评分P＞0.05。
护理后实验组负性情绪评分更低，P＜0.05。

表 1 护理前后负性情绪评分比较表（x±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分） 护理后（分）

HAMA HAMD HAMA HAMD

常规组 30 19.33±1.46 28.30±0.66 16.39±1.17 20.70±0.75

实验组 30 19.40±1.43 28.40±0.64 8.20±1.13 9.00±0.92

T 0.188 0.596 27.578 53.989

P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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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和住院时间

常规组：峰值速度（29.20±3.16）cm/s、平均血

流速度（24.37±3.01）cm/s；住院时间（6.25±1.30）
d。实验组：峰值速度（38.17±3.66）cm/s、平均血

流速度（35.30±3.15）cm/s；住院时间（4.75±1.00）
d。可见实验组对象下肢静脉血流速度更高、住院时

间更低，对比差值 T=10.161、13.741、5.009，P＜
0.05。

2.3妊娠结局

常规组：自然分娩 19 例、占比率 63.33%。剖

宫产 11例、占比率 36.67%。实验组：自然分娩 28
例、占比率 93.33%。剖宫产 2例、占比率 6.67%。

可见实验组自然妊娠率更高妊娠结局更优，对比差

值χ2=7.954，P＜0.05。
2.4 DVT发生率

常规组：DVT发生 9例、发生率 30.00%。实验

组：DVT发生 1例、发生率 3.33%。可见实验组 DVT
发生率更低，对比差值χ2=7.680，P＜0.05。

3 讨论

妊高症是一类能威胁到产妇生命安全的疾病，

发病后不仅产妇存在四肢水肿、头晕眼花等症状，

而且对产妇、胎儿健康均有严重危害性，而且当产

妇血压指数明显升高时若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控制，

会对患者及胎儿健康造成严重影响或诱发产妇子痫

发病。诱使妊高症发生的常见病因包括妊娠期孕妇

机体运动量过少因素，血液循环不畅从而致使患者

全身小血管流动受阻，最终导致血压升高表现[4]。

DVT是妊高症危害性较大的并发症，凝血因子的增

加诱发病情加重导致下肢深静脉血栓，有导致不良

妊娠结局的风险。现阶段医疗机构为保证母婴良好

预后，通常建议采取预见性护理干预，避免 DVT发

生。预见性护理运动护理是基于患者病况进行全方

位评估与判断，发现护理服务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谨防并发症的发生。医护人员会实时判断患者个体

情况，建立健康宣教工作普及基础患病知识，沟通

后评估心理状态，予以有目的性的心理指导增强患

者治疗信心，改善对护理服务的依从性[5]。且护理

人员会指导患者自主运动、辅助被动运动，增强下

肢的血液循环预防血栓形成，引导其合理运动从而

降低血压水平。预见性运动护理具有针对性，便于

护理人员勤加总结诱使并发症发生因素，全面评估

患者对运动锻炼的适应性，控制运动定量早期介入，

每项操作指向性更强，显著发挥了“以人为本”理念，

可以辅助妊高症患者身心健康恢复呈积极影响[6]。

结果可见，护理前，两组 HAMA、HAMD评分

对比 P＞0.05。护理后，实验组 HAMA、HAMD评

分、住院时间、DVT发生率低于常规组；实验组下

肢静脉血流速度高于常规组；实验组的自然分娩率

更高因此妊娠结局更佳，P＜0.05。
综上所述，妊高症临床护理中预见性运动护理

干预的应用效果理想，可有效减轻 DVT并发症影响，

改善妊娠结局，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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