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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分娩护理中激励式护理模式的建立及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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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自然分娩护理中建立激励式护理模式的效果。方法 根据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这段

期间，于我院自然分娩的产妇，随机选取 72 例用作研究目标，以分娩时间顺序对产妇分组护理，每组各有 36 例，

对照组产妇接受常规式护理模式，观察组产妇应用激励式护理模式。结果 观察组产妇与对照组产妇相比，其产

程时间、心理状态评分及护理满意度均较优，（P＜0.05）。结论 自然分娩护理中应用激励式护理模式的效果显

著，可缩短产妇的产程时间，缓解其负性情绪，值得推广。 
【关键词】自然分娩；激励式护理模式；分娩护理 
【收稿日期】2022 年 11 月 21 日 【出刊日期】2023 年 3 月 27 日 【DOI】10.12208/j.ijnr.20230107 

 

Establishment and Effect of Incentive Nursing Mode in natural Labor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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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stablishing the incentive nursing mode in natural birth nurs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1, 72 postpartum women who gave birth naturally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The postpartum women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for 
nursing in the order of delivery time, with 36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mod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incentive nursing mode. Results: The labor duration, psychological status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bette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applying the 
incentive nursing mode in natural childbirth nursing can shorten the labor time and relie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Keywords】Natural delivery; incentive care mode; delivery care  
分娩作为女性群体中经历的一种自然生理过程，

然而近几年随着我国剖宫产率的持续在增加，多数产

妇因分娩疼痛等因素，会选择剖宫产，放弃自然分娩。

但是自然分娩始终都是我国提倡的最佳分娩方式，所

以在自然分娩中做好对产妇的护理干预至关重要，以

便确保产妇顺利分娩。其中激励式护理模式的建立，

可加强对产妇的心理支持与鼓励，促使产妇全程处于

兴奋的状态，帮助产妇树立分娩信心，以此利于缩短

其产程时间，缓解其分娩疼痛感，从而进一步保证母

婴的健康，对产妇预后恢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1]。基

于此，本文根据近年这段期间，于我院自然分娩的 72
例产妇，分组给予常规式护理模式、激励式护理模式

展开调查，以下为临床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根据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这段期间，于我院

自然分娩的产妇，随机选取 72 例用作研究目标，以分

娩时间顺序对产妇分组护理，每组各有 36 例，对照组

产妇接受常规式护理模式，产妇的年龄范围：23 岁~36
岁，平均（28.99±6.02）岁，孕周已有 38 周~42 周，

平均（40.02±1.98）周；观察组产妇应用激励式护理

模式，产妇年龄范围：24 岁~35 岁，平均（28.46±4.55）
岁，孕周已有 39 周~41 周，平均（40.47±1.51）周。2
组产妇均为足月、单胎妊娠，且自然分娩，产妇及其

家属全部同意本项研究，且自愿配合参加；排除患有

严重精神异常、剖宫产、近期使用镇痛药物、合并器

质性疾病、严重传染性疾病及心脑血管疾病等产妇。

通过将 2 组产妇的年龄及孕周等有关资料，以统计学

分析组间差异无意义，可以比较，（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产妇接受常规式护理模式，在产妇入院后，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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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了解其病史，评估产妇的生理及心理状态，针对

其具体情况进行健康宣教，并耐心解答产妇及其家属

的疑问等[2]。 
1.2.2 观察组 
产妇应用激励式护理模式，具体内容如下：①分娩

前，护理人员需为产妇介绍分娩的相关知识，讲解自然

分娩对母体、婴儿的好处，促使产妇建立其自然分娩的

信心与决心，消除其紧张与恐惧的心理，同时指导产妇

练习分娩减痛方法、母乳喂养方法等，并根据产妇的喜

好，为其准备书籍、音乐及电影等，来转移其注意力，

给予产妇心理鼓励与安慰，促使产妇保持积极、向上的

心态[3]。②在分娩过程中，护理人员要结合产妇的实际

情况，与产妇进行交流与沟通，询问产妇的需求给予适

当的帮助，并采用言语支持，如“加油、坚持住、挺住”

等激励式语言，为产妇提供心理支持，促使其坚强的面

对分娩的疼痛，同时护理人员还可指导产妇尝试拉玛泽

呼吸减痛法、冥想放松法来缓解疼痛。另外，护理人员

可以抚摸产妇的腹部，或者与其沟通，不断的进行鼓励，

来分散其分娩注意力，并介绍成功自然分娩的方式，帮

助产妇树立信心[4]。③护理人员可采取激励式假慰的方

式，对产妇产程进展进行生理学指标检测，比如宫缩情

况、宫口扩张情况，但医护人员不得将相关检测实际值，

告知给产妇，而是为产妇告知检验序数，以激励的方式

促进产妇的顺利分娩[5]。④在分娩后，护理人员可使用

肢体语言，如给予产妇竖起大拇指以表赞扬，并在住院

期间拉动产妇家属，加强对产妇的关怀与支持，以鼓励、

陪伴等方式让产妇得到心理上的慰藉。⑤护理人员可带

动同病房分娩后的产妇，对未分娩的产妇进行激励式的

交流，互相分享分娩经验与心得，帮助产妇减轻心理压

力。 
1.3 观察指标 
（1）对2组产妇的各个产程时间进行详细的记录。

（2）分别在护理前、护理后，以 SAS（焦虑自评量表）、

SDS（抑郁自评量表）对 2 组产妇的心理状态进行评

估，分值越高，说明产妇的心理状态越差。（3）根据

我院自拟的护理感受评价量表，共计 100 分，调查 2
组产妇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90 分表示非常满意、

≥60 分且＜90 分表示一般满意、＜60 分表示不满意。

满意度计算公式：非常满意例数与一般满意例数相加

之和/总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按照 SPSS20.0 统计软件，用于分析与处

理，检验计量资料，对比行 t，表示运用（ x s± ），

检验计数资料，对比行 χ2，表示运用率（%），统计

学意义差异以 p＜0.05 为检测标准。 
2 结果 
2.1 对比 2 组产妇的产程时间 
观察组产妇与对照组产妇相比，其产程时间要明

显更短，（P＜0.05）；见表 1 为数据。 
2.2 对比 2 组产妇的心理状态 
护理前 2 组产妇的心理状态评分区别不大，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产妇

的 SAS、SDS 评分要比对照组产妇显著较优，组间差

异显著，（P＜0.05）；见表 2 为数据。 
2.3 对比 2 组产妇的护理满意度 
相比观察组产妇与对照组产妇的护理感受评价，

明显观察组的满意度 97.22%较高，（P＜0.05）；见表

3 为数据。 
表 1  2 组产妇的产程时间比较[（ x s± ），min] 

组别 例数（n） 第一产程 第二产程 第三产程 

观察组（n） 36 339.43±43.16 30.76±18.65 7.15±2.98 

对照组（n） 36 445.68±20.15 46.89±16.99 9.69±5.17 

t 值  4.017 4.567 6.166 

p 值  <0.05 <0.05 <0.05 

表 2  2 组产妇的心理状态比较[（ x s± ），分] 

组别 例数（n）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 36 58.81±8.39 32.29±7.52 59.71±7.12 31.32±4.69 

对照组（n） 36 58.59±6.62 48.32±6.18 60.49±6.62 46.52±5.71 

t 值  0.119 11.746 0.589 14.797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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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组产妇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n）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n） 36 20（55.55） 15（41.67） 1（2.78） 35（97.22） 
对照组（n） 36 19（52.78） 10（27.78） 7（19.44） 29（80.56） 

χ2值     6.047 
p 值     <0.05 

 
3 讨论 
在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阶段，其剖宫产

技术随之得到完善，成为妇产临床中处理难产等问题

的首选方式，然而多数产妇会因恐惧分娩的疼痛，也

会选择剖宫产，放弃自然分娩。虽然分娩及妊娠是女

性的一个正常生理过程，可是部分产妇因缺乏正确的

分娩认知，片面的认为自然分娩的风险性高，所以会

倾向于剖宫产，但我国临床医学始终提倡自然分娩这

一形式，更利于保障母婴的身体健康。故而如何降低

剖宫产几率，提高产妇的自然分娩率，成为妇产科首

要解决的一大问题[6]。 
相关临床研究发现，产妇往往在分娩过程中，会

存在恐慌、焦虑及紧张等情绪，这不仅会影响产妇的

身体机能，比如出现肺内气体交换不足、子宫缺氧及

心率加快等情况，还会加重产妇的身心痛苦，所以在

自然分娩过程中，应加强对产妇的护理干预，以此促

进其顺利分娩。然而常规式护理模式，仅仅关注产妇

的分娩结局，忽略产妇的心理层面需求，导致其护理

效果不够理想。而激励式护理模式的建立，这是一种

持续性激发产妇心理的新型护理方式，通过言语激励、

肢体语言等方式，对产妇进行心理的疏导与支持，调

节产妇产生的不良情绪，促使产妇的大脑皮质始终处

于较为兴奋的状态，能够更加高度且集中的配合医护

人员完成分娩，同时还能有效的稳定产妇的情绪，帮

助产妇树立其分娩的信心，以此来缩短其产程时间，

这对产妇的分娩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7]。基于此，为了

进一步证明该护理模式建立的效果，本文根据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这段期间，于我院自然分娩的产妇，

随机选取 72 例用作研究目标，以分娩时间顺序对产妇

分组护理，每组各有 36 例，对照组产妇接受常规式护

理模式，观察组产妇应用激励式护理模式展开调查。

研究数据显示：观察组产妇与对照组产妇相比，其第

一产程时间（339.43±43.16）min、第二 产程时间（30.76
±18.65）min、第三产程时间（7.15±2.98）min，要

明显更短于对照组产妇的第一产程时间（445.68±
20.15）min、第二产程时间（46.89±16.99）min、第

三产程时间（9.69±5.17）min，（P＜0.05），结果说

明对产妇进行激励式护理，利于其处于相对兴奋的状

态，而减少其产程时间，便于产妇加速分娩；此外，

护理前 2 组产妇的心理状态评分区别不大，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产妇的 SAS、
SDS 评分要比对照组产妇显著较优，组间差异显著，

（P＜0.05），数据可见，激励式护理模式的实施，可

调节产妇的消极情绪，促使其顺利自然分娩的信心，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相比观察组产妇与对照组产

妇的护理感受评价，明显观察组的满意度 97.22%较高，

（P＜0.05），由此可知，与常规式护理模式相比，建

立激励式护理模式更利于产妇接受与认可，适用于自

然分娩护理之中。 
综上所述，对于自然分娩的产妇，临床建立激励

式护理模式的效果理想，可有效减少产妇的各个产程

时间，缓解产妇存在的消极情绪，以便其树立其分娩

信心，促进其顺利分娩，值得在临床护理上进行积极

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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