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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护理干预在妊娠期高血压护理中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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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产科护理干预对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的护理效果。方法 抽取 2023 年 2 月-2024 年 2 月期间

我院收治的妊娠期高血压患者 90 例，以随机信封法分组，接受产科常规护理干预的 45 例患者为对照组，接受精

细化护理干预的 45 例患者为观察组。对比血压值及负性情绪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
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血压值及负性情绪相关量表评分较护理前均明显下降，且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实施产科精细化护理干预可显著改善患者负性情绪，降低血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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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obstetric care intervention in hypertension care during pregnancy 

Liting Deng, Lizhen Su, Biyu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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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nursing effect of obstetric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during pregnancy.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3 to 2 
February 2024,45 patients receiving routine obstetric care intervention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45 patients receiving 
refined care intervention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pare blood pressure values and negative mood scores [self-rating 
anxiety (SAS)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DS)].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blood pressure value and negative mood related 
scal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before nursing, and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Intensive obstetric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negative mood and reduce blood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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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hypertensive disorders of pregnancy，

HDP）是女性妊娠期最为常见的一种并发症，对母婴健

康均可造成严重影响，此病的发病率较高，可达 5-12%
左右，患者发病时间普遍在妊娠 5 个月以后，且随着

孕周的增加，此病病情也会随之加重[1-2]。积极采取对

症治疗和有效的护理干预对控制患者血压值，保障母

婴健康及生命安全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

科常规护理内容相对单一，且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护

理效果不够理想[3-4]。精细化护理干预是一套科学且细

致的护理方案。本次研究抽取 2023 年 2 月-2024 年 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妊娠期高血压患者 90例进行分组研

究，目的即在于分对此病患者实施产科精细化护理干

预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2023 年 2 月-2024 年 2 月，共纳入研

究对象 90 例，均为我院收治的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纳

入标准：①符合妊娠期高血压诊断标准[5]；②自愿入组

并签署同意书；③无交流障碍；④均为单胎妊娠。排除

标准：①怀孕前即患有高血压者；②伴有精神疾病者；

③未在本院产检和分娩者。以随机信封法分组，45 例

/组，对照组 24-42 岁，平均（31.75±4.24）岁，孕周：

25-37 周，平均（33.75±2.88）周；观察组 24-43 岁，

平均（31.73±4.37）岁，孕周：25-37 周，平均（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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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周；两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研

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 
1.2 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接受常规治疗，包括解痉、镇静

等治疗。对照组接受产科常规护理，包括监测胎心、饮

食指导、用药指导及分娩期指导、出院前指导等。观察

组接受产科精细化护理：①心理护理，护理人员在与患

者交流时要保持充分的耐心，且要注意态度温和，全面

了解患者的诉求后对患者的疑问及顾虑进行耐心讲解；

评估患者心理状态并采取针对性心理疏导以消除患者

紧张不安、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提醒患者保持情绪

平稳对控制血压的重要意义；引导患者家属给予患者

更多的陪伴及支持，以让患者充分的感受到被呵护，提

高患者的治疗信心及依从性。②健康宣教，了解患者的

受教育程度，并使用患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向其详细讲

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相关知识及治疗方案，并向患者

讲解分娩相关知识，如分娩方式、分娩前的征兆以及

分娩过程中的技巧等。可以配合使用图片或是视频来

进一步提升患者的认知水平。③对症干预，入院后可

为患者进行间断性氧气支持；每日监测患者血压变化

情况，并严格遵从医嘱用药。④饮食护理，强调科学

饮食对控制血压、保障胎儿生长发育等方面的重要性，

结合孕周及患者病情制订科学的饮食方案，以清淡饮

食为主，也要注意保障营养充足，可以适当增加高蛋

白质、高维生素含量食物的摄入量，及时补铁、补钙；

避免食用高盐、高油、高糖、高脂食用；每日钙的补

充量应达到 2g，每日摄入总热量应介于 120kJ-150kJ/
（kg·h）之间；如果患者两餐间有明显饥饿感时可适

当加餐，但要注意要严格控制加餐时碳水化合物的摄

入总量。⑤指导患者要保持充足的休息，避免熬夜；

在卧床休息时要注意尽量保持左侧卧位，此体位有助

于减轻子宫对腹部血管的压迫，进而可改善子宫胎盘

供血；夜间休息时需将室内灯光调暗，若有必要可佩

戴耳塞或眼罩，睡前 1h 时可用温水泡脚 10-15min 以

促进睡眠。⑥在患者身体状况允许的前提下应鼓励患

者适量运动，可在餐后 1h 左右散步，每日活动时间

可控制在 30-45min 左右。⑦指导患者掌握自我监测

血压的方法。 
1.3 观察指标 
1.3.1 对比血压值。分别于护理前后对患者的血压

进行测量，测量工具：电子血压计。测量方法，患者静

息 15min 后测量，测量时保持平躺，将左手手臂置于

床上并保持手心向上，绑好血压计后，重复测量 3 次

后取平均值。 
1.3.2 对比负性情绪。利用 SAS 和 SDS 量表进行

评价，SAS 量表共 20 个条目，1-4 分/条，50 分为临界

值，超过此值时分值越高提示负性情绪越重；SDS 量

表共 20 个条目，1-4 分/条，53 分为临界值，超过此值

时分值越高提示负性情绪越重。 
1.4 统计学方法 
将调查中的相关数据输入到 SPSS 26.0 统计学软

件包予以处理，计数资料应用 n（%）描述，计量资料

应用( x ±s)描述，组间经 t 和ꭓ2 检验，P＜0.05 表示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血压值 
护理后，观察组血压值较护理前显著下降，且均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对比负性情绪 
护理后，观察组负性情绪相关量表评分较护理前

均显著下降，且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3 讨论 
妊娠期高血压可对母婴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因此，

也易导致患者产生强烈的恐惧、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而负性情绪又会进一步影响血压值，二者互为因果。有

学者认为，对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

可降低患者血压值，改善患者负性情绪，并可改善妊娠

结局[6-7]。而产科常规护理内容单一，且主要围绕病情

展开，对患者的负性情绪关注较少，因此护理效果也不

够理想。 
表 1  对比血压值[( x ±s)，mmHg] 

组别 例数 
舒张压 收缩压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5 100.32±5.82 95.42±2.29a 164.74±8.27 134.29±7.56a 
观察组 45 101.25±5.94 84.33±3.14a 165.56±8.36 124.78±6.39a 

t  0.750 19.142 0.467 6.444 
P  0.455 ＜0.001 0.641 ＜0.001 

注：a 为与本组护理前对比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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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负性情绪[( x ±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5 61.97±3.31 42.39±2.45a 60.17±3.36 44.68±2.74a 
观察组 45 62.32±3.26 36.29±2.58a 60.84±3.52 38.45±3.12a 

t  0.505 11.519 0.923 10.082 
P  0.614 ＜0.001 0.358 ＜0.001 

注：a 为与本组护理前对比 P＜0.05。 

精细化护理干预是一套以患者为中心，为患者提

供精准、细致且具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也是一套人性

化护理方案，其目的在于保障患者临床疗效、改善患者

病情及生活质量。本次研究中对观察组患者实施了产

科精细化护理干预并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护理效果，护

理后，该组患者血压值及负性情绪评分均显著下降，且

各指标值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这与既往研

究结果相一致，提高了对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实施产科

精细化护理干预的有效性[8-9]。分析原因：①有研究表

示，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因担忧对胎儿及自身身体健康，

因此易产生强烈的负性情绪，而负性情绪又会进一步

加重妊娠期高血压病情，并可对安全分娩造成影响。精

细化护理干预中重点关注了对患者负性情绪的干预，

通过针对性心理疏导有效消除了患者的负情绪性，还

可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②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病情

控制不当与其对此病的认知不足也有一定关联，精细

化护理干预通过多元化的宣教方式使患者充分认知到

了积极配合治疗、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合理膳食、适

量运动对于控制病情、保障胎儿生长发育、促进顺利分

娩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治疗依从性，

改善血压值。③健康饮食及适量运动对于控制体重、降

低血压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精细化护理干预

中制订了全面的饮食计划和科学的运动方式，有助于

帮助患者改善血压值。④充分的休息及正确的体位有

助于减轻子宫对腹部血管的压力、保障患者在日间活

动时有充沛的精力，而且也有助于改善血压值。本次研

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未对患者的妊娠结局进行随访，接

下来，将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以期为精细化护理对妊

娠期高血压的有效性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 
综上可见，妊娠期高血压的危害性较大，需及早进

行干预，与产科常规护理干预相比较而言，产科精细化

护理干预更具优势，可促进患者改善负性情绪及血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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