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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干预对产后盆底康复患者的影响 

陈瑞云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院  福建福州 

【摘要】目的 本次针对产后盆底康复患者展开临床研究，并结合相关数据，分析针对性护理干预的临床应

用价值，探讨对患者盆底肌康复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采集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于我院产后盆底功能障

碍患者病例（100 例），判定符合纳入标准且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后进行分组研究，目的是采用区别护理措

施，观察对患者的影响，常规护理纳入参照组（50 例）、针对性护理干预纳入研究组（50 例），统计两组患者包

括心理状态评分、并发症、盆底肌恢复情况、生活质量、患者满意度在内的各项相关数据。结果 两组数据对比，

护理后，患者 SAS、SDS 评分研究组低于参照组，Ⅰ类肌纤维收缩持续时间、Ⅱ类肌纤维收缩个数数据研究组高于

参照组（P＜0.05）；患者并发症发生率研究组对比参照组显低（P＜0.05）；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研究组对比参照

组显高（P＜0.05）；患者满意率研究组对比参照组显高（P＜0.05）。结论 针对产后盆底康复患者采用针对性护

理干预，有助于患者改善心态，从而积极配合治疗，患者盆底肌恢复情况良好，并且并发症较少，提升临床治疗

安全性，改善生活质量，让患者切实感到满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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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a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postpartum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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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duct a clinical study on postpartum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patients, combined with 
relevant data, analyz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explore the impact on pelvic floor 
muscle rehabilit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Cases were collected from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3, and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adopt different nursing measures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n patients, routine nursing car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50 cases),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50 cases), and statistical data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status score, 
complications, pelvic floor muscle recovery, quality of life,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Results After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groups, the patient SAS and SDS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duration of class I muscle fiber contraction 
and the number of myofiber contraction in the study group exceeded the reference group (P <0.05);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P <0.05); the study group exceeded the reference group (P <0.05); and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rat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ostpartum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patients is helpful for patients to improve their mentality, so as to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the treatment. 
Patients' pelvic floor muscles recover well, and have fewer complications, improv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safet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make patients feel satisfied,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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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是指由于妊娠、分娩后，或者产

时行助产手术后，盆腔筋膜、肌肉及韧带因过度牵拉，

其支撑力减弱，导致盆腔器官的脱垂，比如阴道内前后

壁组织或子宫颈及子宫体可脱出阴道口外等情况[1]。产

后盆底功能障碍是女性生产完之后容易患的一种病，

所以要进行康复治疗。患病期间患者心理状态会受到

严重影响，同时身体上患者会引起压力性尿失禁、盆腔

器官脱垂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身体健康[2]。这期间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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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患者有效的护理干预是非常重要，能够让患者对疾

病有更深入的了解，提升其认知，积极配合康复治疗，

从而提升产后康复效果[3]。本次针对产后盆底康复患者

展开临床研究，并结合相关数据，分析针对性护理干预

的临床应用价值，探讨对患者盆底肌康复及生活质量

的影响，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集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于我院产后盆底功

能障碍患者病例（100 例），判定符合纳入标准且我院

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后进行分组研究，研究组：患者 50
例，年龄值 22-38 岁，均值（30.36±2.35）岁，孕周 37-
39（38.25±1.13）周；参照组：患者 50 例，年龄值 23-
39 岁，均值（31.24±2.41）岁，孕周 37-40（38.51±1.24）
周；统计学对所有研究资料中数据分析后显示 P＞0.05，
故具备分组条件。经我院确诊为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符

合本次研究；患者及其家属均同意且自愿签订同意书；

整个研究过程积极配合者，无中途退出者；我院伦理委

员会审核通过。 
1.2 方法 
参照组：常规护理。 
研究组：以常规护理为基础护理，同时行针对性护

理干预，方法为：（1）健康教育：护理人员评估患者

的健康状况，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了解其内心的担忧，

并尽一切努力帮助解决现有问题[4]。多鼓励患者，给予

治疗信心。通过面对面指导、知识讲座、视频播放等方

式，为患者及其家人提供与疾病相关的健康教育，让患

者对盆底肌损伤危害有更深入的了解[5]。同时，对治疗、

护理过程和相关注意事项进行详细说明，以消除患者及

其家人之间的误解，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2）心理

护理疏导：关注患者情绪变化，强调以良好心态积极配

合医护工作的重要性。由于患者生产后身体机能、角色

转换等还未恢复，加上对治疗效果并不了解等，因此常

有恐慌、焦虑等不良情绪出现，因此早期加强对患者心

理情绪疏导，引导积极面对疾病，并给予其完成合理的

康复计划，让患者积极配合[6]。引导患者家属在日常生

活中多陪护，在护理过程中给予患者关怀和鼓励，让患

者感受到家人的温暖。（3）康复护理：康复训练期间，

护理人员一对一的进行指导，并全程监督并借助患者完

成康复训练。患者每天进行 3 次时长为半小时的康复训

练，持续 3 个月。方法为：护理人员协助产妇侧卧，用

蘸有少量液体石蜡的一次性手套将食指插入肛门，帮助

患者完成肛门收缩，确保患者完全掌握训练方法和技巧；

护理人员每天引导患者自觉控制排尿速度；此外，对于

无法进行肌肉收缩或训练后盆底肌恢复不理想的患者，

护理人员使用电刺激或生物反馈来训练盆底肌群。 
1.3 判定标准 
对比区别护理两组患者情绪变化、盆底肌恢复情

况、并发症、生活质量、患者满意率各项数据，以此作

为判定标准，结合相关数据，分析针对性护理干预的临

床应用价值，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1.0 是本次研究所用的处理工具，分别用

(n%)、χ2 计数和检验或用（x±s）、t 计量和检验，如

数据之间存在意义，则用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统计护理前后患者 SAS 评分、SDS 评分、Ⅰ类

肌纤维收缩持续时间、Ⅱ类肌纤维收缩个数：数据显示，

护理前两组数据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患

者 SAS、SDS 评分研究组低于参照组，Ⅰ类肌纤维收缩

持续时间、Ⅱ类肌纤维收缩个数数据研究组高于参照组

（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情绪变化及盆底肌恢复情况（x±s） 

组别 例数 时间 SAS（分） SDS（分） Ⅰ 类肌纤维收缩持续时间（s） Ⅱ 类肌纤维收缩个数（个） 

研究组 50 
护理前 65.03±2.04 64.87±2.62 2.18±0.24 1.01±0.20 

护理后 36.56±2.58 37.36±2.53 4.87±0.43 4.63±0.47 

参照组 50 
护理前 65.39±2.40 64.43±2.54 2.55±0.36 1.02±0.21 

护理后 45.48±2.39 45.42±2.29 3.41±0.22 2.69±0.67 

P  
护理前 ＞0.05 ＞0.05 ＞0.05 ＞0.05 

护理后 ＜0.05 ＜0.05 ＜0.05 ＜0.05 

 
2.2 统计两组患者并发症情况 
研究组：出现 1 例压力性尿失禁；参照组：4 例压

力性尿失禁、1 例子宫脱垂、3 例尿路感染；总发生率

1（2.00%）对比 8（16.00%），数据可见明显差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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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2.3 统计两组护理后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统计条目 
躯体功能、性功能、生理功能、心理功能、身体健

康；研究组分别为：（89.37±2.46）、（89.20±2.45）、

（90.64±2.35）、（88.14±2.23）、（90.35±2.02）；参

照组分别为：（73.37±2.81）、（72.35±2.49）、（72.46±2.53）、
（73.15±2.24）、（ 73.51±2.17）；两组数据对比可见

明显差异（P＜0.05）。 
2.4 调查患者满意度 
满意率，研究组 48（96.00%）对比参照组 40

（80.00%）有明显差异（P＜0.05）。 
3 讨论 
女性的盆底功能障碍是指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盆

腔器官功能异常，位置移动，盆底支持结构减弱的一种

疾病[7]。而妊娠，分娩是引起该病的主要诱因。产后盆

底功能障碍是女性生产后易患疾病，通常与产力损伤

致盆底肌软组织受损、盆底肌韧带松弛、激素水平改变

等有关。盆底肌肉群可维持盆腔脏器正常位置，同时关

系到排尿、排便等功能。怀孕之后盆底肌的软组织受到

不同程度的损伤，导致盆底对子宫等器官的慢性牵拉

作用受到破坏[8]。怀孕期间，激素水平的变化会导致盆

底结缔组织中胶原蛋白代谢的变化，从而削弱盆底的

支撑功能。盆底肌肉韧带的松弛和分娩造成的损伤会

损害盆底肌肉的功能。盆底肌受损会出现阴道壁松弛、

性生活不满意、小腹下坠、尿频、便秘、子宫脱垂、阴

道前后壁膨出、尿失禁等不适，所以要进行康复治疗[9]。

针对性护理模式的概念是根据患者病情，制定针对性

护理方案，以充分满足患者个体化需求，促使护理有效

性得到显著提升。本次研究积极开展针对性护理，通过

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健康教育让患者对疾病认识以及

康复治疗等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且通过运用心理学方

法给予患者心理护理可改变患者的心理状态及行为；

通过康复护理让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明显改善，辅助

治疗得到明显效果[10]。 
两组数据对比，护理后，患者 SAS、SDS 评分研

究组低于参照组，Ⅰ 类肌纤维收缩持续时间、Ⅱ 类肌纤

维收缩个数数据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患者

并发症发生率研究组对比参照组显低（P＜0.05）；患

者生活质量评分研究组对比参照组显高（P＜0.05）；

患者满意率研究组对比参照组显高（P＜0.05）。 
综上所述，针对产后盆底康复患者采用针对性护

理干预，有助于患者改善心态，从而积极配合治疗，患

者盆底肌恢复情况良好，并且并发症较少，提升临床治

疗安全性，改善生活质量，让患者切实感到满意，值得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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