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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不孕症患者护理优化干预的辅助生殖治疗的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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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在高龄不孕症患者进行辅助生殖治疗期间予以综合护理的效用价值。方法 此次研

究共选取 74 例患者进行对比实验，均为高龄不孕症患者且接受辅助生殖治疗，采取摇号方式根据护理模式

的区别进行分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37 例患者，前者沿用常规护理模式，后者应用综合护理干预手段，对

比两组实际应用效果。结果 经相关数据表明，观察组患者 SAS、SDS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及护理前，与此

同时总妊娠率及成功妊娠者生活指标显著提升（P＜0.05）。结论 对于高龄不孕症患者而言，在其实施辅助

生殖治疗期间展开综合护理干预能够大大减轻其负性情绪，有效改善孕育生活指标，切实提升妊娠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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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value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during assisted reproduction 
therapy for elderly infertility patients. Methods The study a total of 74 cases of patients for comparative 
experiment, are elderly infertility patients and receive assisted reproductive treatment, take the lottery wa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ursing mode of grouping,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each 37 
cases of patients, the former use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 the latter 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ns, compare the two group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 Results The relevant data showed that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before nursing. Meanwhile, the total pregnancy rate and life indicators of successful pregnancy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 < 0.05). Conclusion For elderly infertility patients,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herapy can greatly reduc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dicators of pregnancy life, an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success rate of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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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不孕症会直接影响到患者的日常生活，降低其

幸福感，严重时还会导致家庭破裂。相关数据表明，

患者的身心状态与妊娠情况有着密切关联，对此还

需在其治疗期间及时进行有效护理干预，针对患者

心理给予相应疏导，并给予其行为干预，通过健康

宣教的方式提升其认知及依从性。本文主要探讨了

不同护理模式在高龄不孕症患者辅助生殖治疗期间

的应用差异表现，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的 74 例对象均为院内 2021 年 5 月~2022

年 4 月区间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高龄不孕症患者，

后期需对此项研究展开对比，对此还应当做好分组

工作，在保证人员均等性的前提下随机完成。对照

组与观察组患者平均年龄、平均病程分别为（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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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岁、（3.64±1.75）年与（38.06±3.94）岁、

（3.75±1.81）年。对照组原发性不孕 29 例，继发

性不孕 8 例，观察组以上数据分别为 27、10 例。所

有患者夫妻生活正常但在未避孕情况下一年均未妊

娠，符合不孕症诊断标准，对此次实验知情并签署

相关同意书；排除交流不畅、抗拒配合、具有其他

器质性疾病以及配偶有男性不育方面疾病。将其临

床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呈现出（P＞0.05）。 
1.2 方法 
在对照组患者治疗期间沿用常规护理模式，包

括生命指征以及排卵情况观察，同时与患者及其配

偶进行交流，为其讲解有关辅助生殖治疗的方式、

目的，并告知其相关注意及配合事项，以此来提高

其认知，使得患者能够时刻保持积极的心态配合医

护人员完成各项操作，并遵医嘱规范个人行为，包

括饮食、运动、休息等方面。观察组实施综合护理

干预手段，切实提高护理的全面性与针对性，满足

患者身心发展需求，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①情感支持，因受到病情的影响，多数患者的生

活质量随之发生变化，这也导致其情绪处于较为低落

的状态，依从性也会明显下降，给治疗及护理工作的

开展带来一定阻碍，对此为能够有效改善，护理人员

还应当通过沟通的方式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并认真

倾听其主观描述，充分掌握其压力源，同时还需做好

其各项资料的收集工作，包括病情、家庭背景、文化

程度、性格特点等方面，掌握其实际情况，在此基础

上制定心理疏导方案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心理

干预方案具有一定的方向性所以能够有效缓解患者

各心理压力，减轻不孕对患者所造成的潜在心理应激

伤害。其次鼓励家属多陪伴患者，给予其家庭支持，

从而消除因家庭方面对其心理所带来的影响。在此期

间还可通过为患者分享成功案例的方式来调动其治

疗信心，提升其配合度[1]。 
②认知干预，因多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了解甚微，

对此还应当及时对其展开健康宣教，为其详细讲解

不孕症的主要引发因素以及辅助生殖治疗的方法等

内容，让患者可有效了解每种治疗方式、药物的效

果及重要性，在各项信息处于已知状态下能够使得

患者的身心轻松，并可积极配合。同时为增强患者

的信任度、提高其安全感，还需为患者介绍医院环

境、各先进设备、医生的专业水平等，并建立微信

交流群定期为患者推送与此相关的人文信息。其次

为减轻患者因对医院环境的陌生所产生的抗拒感，

还需对环境进行干预，为患者创设温馨的病房环境，

控制病房温湿度，提高其舒适度，并在不影响治疗

的情况下将光线调为较为柔和的状态，尽量减少人

员出入频次，保证患者睡眠质量。在此还需注意的

是，还应做好患者的隐私保护工作，在各项操作前拉

上床帘，为患者提供密闭的空间，减轻其心理压力[2]。 
③行为干预，为提高治疗效果，护理人员需在各

方面给予科学合理的指导，为患者制定科学合理的饮

食结构方案，保证营养的充分性；同时引导患者展开

适当的运动，提高身体素质，为妊娠做好充分准备；

其次可鼓励患者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工作、学习、生

活等其他方面，从而降低患者对妊娠结局的刻意关

注，进而达到对其身心状态有效调节作用[3]。 
1.3 观察指标 
在患者治疗期间还应当密切观察其各指标变化

情况，记录宫内妊娠 4 周后各生化指标，包括β

-HCG、孕酮，以数据表示方便后期对比工作的开展。

与此同时还需注意监测患者一年内妊娠情况，包括

未妊娠、生化妊娠以及宫内妊娠等结果，计算总妊

娠率时可应用以下该方式（生化妊娠＋宫内妊娠人

数之和）÷小组总人数。其次在护理前后对患者的

心理状态进行评价，可利用 SAS、SDS 量表，中线

分值分别为 50、53 分，分值越低表明患者焦虑、抑

郁等不良情绪越轻，反之为重。 
1.4 统计学处理 
患者的基本资料与 SAS、SDS 评分、生活指标

及妊娠结局为研究中的计数资料，已有数据后采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收集、整合、分析。基本资料及

SAS、SDS 评分、生活指标数据检验时使用标准差

（x±s）完成，妊娠结局可以使用%（百分比）完

成数据检验，检验工具为 t、χ2，若在对比后，各指

标数值有明显的差异，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通过评估所得，护理前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相对较为均衡（P＞0.05）。在采取不同护理措

施后均有所改善，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各

项评分相对较低（P＜0.05）。具体数值见表 1。 
2.2 通过所记录的数据来看，观察组总妊娠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分别为 48.65%、70.27%，组间经

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如表格 2 所示。 
2.3 在成功妊娠 4 周后观察组患者的 β-H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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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酮等指标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经对比可见差异 （P＜0.05）。见表 3。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SAS 及 SDS 评分比较（n/%），（x±s） 

组别 n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37 56.89±4.02 48.32±3.56 59.01±4.23 50.28±4.12 

观察组 37 55.73±3.95 39.21±3.34 59.34±3.97 41.37±3.46 

t  0.231 10.822 0.175 8.359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妊娠结局比较（n/%），（x±s） 

组别 n 未妊娠 生化妊娠 宫内妊娠 总妊娠率（%） 

对照组 37 19 8 10 18（48.65） 

观察组 37 11 7 19 26（70.27） 

χ2  8.244 4.362 9.013 11.259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3 两组成功妊娠患者 4 周后生化指标对比（n/%），（x±s） 

组别 n β-HCG（mIU/mL） 孕酮（ng/ml） 

对照组 37 1206.17±38.62 18.07±5.56 

观察组 37 5983.42±39.05 20.39±6.14 

t  8.346 7.665 

P 值  ＜0.05 ＜0.05 
 
3 讨论 
根据相关数据调查表明，不孕症发病率显著增

加，并且在二胎政策放宽后，不孕症科室就诊人数

大幅度提升，并且多为高龄妇女，由于年龄增大，

卵巢功能逐渐下降，出现卵子减少、卵母细胞质量

下降等症状，因此怀孕几率明显下降，甚至会不孕，

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孕几率也会提高。一般会将 35 岁

以上正常性生活未怀孕以及试孕半年仍未怀孕的妇

女认定为不孕症。通常情况下临床中会采取辅助生

殖技术手段来帮助患者成功妊娠。但有研究表明，

不孕症患者的心理状态会直接影响妊娠结果，对此

还需及时对其展开护理干预，通过心理疏导、健康

宣教、行为干预等综合护理方式来缓解患者负性情

绪，提高其依从性，改善患者不良生活方式，从而

切实提高治疗效果[4-5]。 
综上所述，在高龄不孕症患者实施辅助生殖技

术治疗期间进行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提高患者妊

娠成功率，改善其各不良情绪及生化指标水平。具

有一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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