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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护理干预对孕产妇围产期保健质量的影响分析 

熊婷婧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探讨孕产妇给予社区护理干预对其围产期保健质量的干预效果。方法 选取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7 月社区孕产妇 12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社区护理干预）和对照组（常规产前检查和护理）各 60 例，对比

两组保健知识知晓程度、围产期保健质量以及总孕检次数。结果 观察组保健知识知晓率 95.00%、住院分娩率

96.67%、总孕检次数 5 次以上占比 98.33%及产后健康检查率 83.33%、护理满意度 96.67%高于对照组 66.67%、

81.67%、86.67%、28.33%、76.67%（P<0.05）；观察组滞产 15.00%、产后出血 1.67%、产褥感染 1.67%、HAMA
评分（15.46±1.66）分、HAMD 评分（18.15±2.39）及总孕检次数≤5 次 1.67%均低于对照组 38.33%、13.33%、

16.67%、13.33%、HAMA 评分（21.45±2.76）分、HAMD 评分（24.76±2.56）（P<0.05）。结论 社区护理干预

可有效提升孕产妇围产期的保健质量，效果良好。 
【关键词】孕产妇；总孕检次数；社区护理干预；围产期保健质量 
【收稿日期】2024 年 3 月 12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4 月 10 日    【DOI】10.12208/j.cn.20240182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quality of perinatal health care 

in pregnan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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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quality of perinatal health 
care for pregnant women.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22 to July 2023, 120 pregnant women in communit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commun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control group (routine prenatal examination and 
nursing) with 60 cases each. The health knowledge awareness, perinatal health care quality and total number of pregnancy 
examin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health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00%, the hospital delivery rate was 96.67%, the total number of pregnancy examination more than 5 times 
accounted for 98.33%, the postpartum health examination rate was 83.33%,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96.67%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66.67%, 81.67%, 86.67%, 28.33%, 76.67% (P<0.05).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delayed 
labor 15.00%, postpartum hemorrhage 1.67%, puerperal infection 1.67%, HAMA score (15.46±1.66), HAMD score 
(18.15±2.39) and total number of pregnancy examination ≤5 times 1.67%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38.33%, 13.33%, 16.67%, 13.33% and HA MA score (21.45±2.76), HAMD score (24.76±2.56) (P<0.05). Conclusion 
Commun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aternal health care in perinatal period, and the 
effect is good. 

【Keywords】Pregnant women; Total number of pregnancy tests; Commun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Quality of 
perinatal care 

 
目前，随着人们对于围产期保健存在越来越高的

认知，知晓其存在重要意义，因此很多女性对于围产期

保健十分重视，在围产期进行保健措施虽然存在一定

的益处，但是由于某些孕产妇并没有强烈的保健意识

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很难确保围产期保健效果，从而对

妊娠结局产生影响，极易出现产后出血[1-2]、产妇感染

等。所以，为了分析社区护理干预在孕产妇中对围产期

保健质量所产生的效果，将 120 例孕产妇作为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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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具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7 月）研究时间，（120

例社区孕产妇）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 60 例，平

均年龄（28.16±2.54）岁；对照组 60 例，平均年龄（29.54
±2.43）岁，两组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检查和护理。根据医嘱，孕产妇定时

进行产前检查，按照各次的检查结果而指导其运动、饮

食等，进而保证母婴处于健康状态，直到结束分娩给予

产妇常规护理措施。 
观察组：社区护理，包括： 
（1）孕产妇所处社区，其卫生服务站对孕产妇采

取系统的管理，对孕产妇的信息资料进行登记，制作围

生期保健卡片，同时按照相关信息模板对孕产妇信息

完善；社区护士利用电话等方式定时组织孕产妇集中

在社区内，对其提供护理服务，频率 1 次/月，内容以

宣讲优生优育知识为主，同时对其掌握知识情况、重视

围产期保健程度进行观察和了解，对于某些不够了解

相关知识、不重视保健者需要合理增加护理干预的频

率，同时在获得孕产妇认可后对其实施上门服务，方便

其对于产前检查可以积极配合，确保母婴安全。 
（2）健康教育。组建微信群，全部孕产妇均要邀请

进群聊，在群中定时发送保健方面最前沿知识，并且利

用线下讲座、健康手册等方式提升宣教力度，内容均是

比较实用的知识，如正确护理新生儿办法、母婴喂养方

式等，分多个板块依次讲解，保证全部知识细致、准确

的讲解完成，并且专人对孕产妇的问题进行解答，对其

生活、饮食进行积极的监督、指导，不吝啬鼓励的词汇，

恰当应用，让其形成健康习惯；对于产褥期孕妇，其存

在一定的不便，可提前在其妊娠期进行练习，如腹肌张

力康复锻炼、盆底肌恢复锻炼等多项产后康复锻炼措

施，方便其产后积极练习，进而预防其出现子宫脱垂、

后倾等问题；将过去“坐月子”中的错误认知需要及时

纠正，教会其正确的方法，如保证住院环境的舒适、安

静等，定时通风，确保室内的空气清新，对于贴身的衣

物也要增加更换频率，保证身体舒适，同时私处每天清

洁，做好个人卫生；对孕产妇进行鼓励，让其尽早实施

恢复锻炼，对其进行营养评估，按照结果对维生素、铁

剂等多种维生素需要适当的补充，提升其免疫力。 
（3）心理护理。妊娠会导致人体的激素出现改变，

极易发生剧烈的情绪波动，对于孕产期健康来讲十分

不利，社区护理人员应该对孕产妇的心理状态进行积

极评估，发现异常情况应该积极干预，当其存在诉说意

向时应该保持耐心、微笑倾听，同时通过恰当的方式，

如点头、眼神鼓励等方式回应；给予情绪低落者心理安

慰；诱导恐惧者诉说内心的担忧，护士进行细致讲解、

劝导，促使其恐惧心理的改善；对于家庭成员导致的心

情较差者应该告诉家属，孕产妇情绪不佳对于母婴健

康存在严重影响，告诉其多鼓励、支持孕产妇。 
1.3 观察指标 
保健知识程度[3]、围产期保健质量[4]、总孕检次数。 
1.4 统计学处理 
SPSS18.0 分析数据，P＜0.05 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2.1 保健知识知晓程度比较 
组间对比（P<0.05）。见表 1。 
2.2 围产期保健质量比较 
组间对比（P<0.05）。见表 2。 
2.3 总孕检次数比较 
观察组：孕检次数不超过 5 次 1 例（1.67%）；孕

检次数5次以上59例（98.33%）；对照组：8例（13.33%）、

52 例（86.67%），组间对比（χ2=13.526、12.526，P<0.05）。 
3 讨论 
围产期指的是妊娠 28 周至产后 1 周的这个时间

段，此时期对于围产儿、胎儿、孕产妇来讲均属于十分

重要的时期，孕妇极易发生围产期并发症，对于胎儿健

康成长来讲非常不利，而且对本身的安全也会产生威

胁[5]。围产期保健指的是于围产期通过医学手段监护及

保健婴儿、孕产妇等，从而将多种风险有效降低，如母

婴死亡、异常胎儿等， 
表 1  保健知识知晓程度对比（n，%） 

分组 例数 完全知晓 一般知晓 不知晓 总知晓率 

观察组 60 38 19 3 95.00（57/60） 

对照组 60 21 19 20 66.67（40/60） 

χ2值     13.526 

P 值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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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围产期保健质量对比（n，%） 

分组 例数 产后健康检查 产褥感染 滞产 产后出血 住院分娩 

观察组 60 83.33（50/60） 1.67（1/60） 15.00（9/60） 1.67（1/60） 96.67（58/60） 

对照组 60 28.33（17/60） 16.67（10/60） 38.33（23/60） 13.33（8/60） 81.67（49/60） 

χ2值  16.503 12.521 14.203 13.825 14.250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3  心理状态评分对比[（x±s），分] 

分组 例数 
HAMA HAMD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60 38.68±3.25 15.46±1.66 42.28±3.16 18.15±2.39 

对照组 60 37.59±3.35 21.45±2.76 41.82±3.65 24.76±2.56 

t  0.325 5.201 0.412 4.302 

P  >0.05 <0.05 >0.05 <0.05 

 
保证孕产妇安全以及围产儿和胎儿的健康，促使

新生儿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6]。 
在现阶段新时代下，常规护理已经很难满足人们

在健康方面的需求，如何根据不同患者应用相应护理

模式而将护理工作本身的价值全部发挥出来已经成为

临床护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7]。社区护理属于一种

新型的护理方式，符合医学模式的需求，且存在成本

低、应用范围广等特点，在应用期间，首先建立孕产妇

围生期保健电子档案，按照各位孕产妇特点实施相应

的心理干预、宣教等措施，促使孕产妇掌握围产期保健

知识的程度显著增加，利用提升认知而增加其产检积

极性，确保围产期保健质量的不断提升[8]。本研究结果

表示社区护理措施的实施可以将围产期保健质量明显

提升，保持母婴健康。 
总而言之，对于孕产妇来讲，围产期属于其妊娠过

程中十分重要的阶段，该阶段存在比较多的风险因子，

是危及母婴健康的隐形杀手，社区护理通过多项护理

方法积极干预围产期的风险因子，促使围产期存在更

高的保健质量，降低安全隐患而保证母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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