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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连续性助产护理在高龄产妇分娩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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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全程连续性助产护理模式在临床运用中能够对高龄产妇群体分娩带来的影响。方法：选定前来本医院分娩的高龄产妇共

94 例，按照入院建档时间差异，平均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两个小组，每组人数为 47 人。其中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研究组加入全程连续

性助产护理，对两组产妇产程时间和阴道分娩率进行对比，其中产程包括总产程、第一产程和第二产程三项内容。结果：相比对照组，研

究组三项产程时间均较短，阴道分娩率较高，且均具备显著对比差异(P<0.05)。结论：全程连续性助产护理模式在临床运用中能够对高龄产

妇群体分娩带来积极影响，因此值得在临床阶段加以推广。 
关键词：全程连续性助产护理;分娩护理;高龄产妇; 

 

随着时间推移，助产护理新时代背景下在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该
护理模式主要包括生理层面护理和心理层面护理两个部分，能够有助
于提高高龄产妇分娩安全性。本次研究选定前来本医院分娩的高龄产
妇共 94 例，通过分组探讨的方式开展对比，以分析全程连续性助产
护理模式能够为高龄产妇分娩带来的影响，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定前来本医院分娩的高龄产妇共 94 例，按照入院建档时间

差异，平均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两个小组，每组人数为 47 人。从
年龄角度来看，研究组产妇最小年龄为 35 周岁，最大年龄为 40 周
岁，平均年龄为（37.47±1.21）周岁；对照组产妇最小年龄为 35
周岁，最大年龄为 41 周岁，平均年龄为（（37.83±1.39）周岁；从
孕周角度来看，研究组产妇最短孕周为 37 周，最长孕周为 42 周，
平均年龄为（39.20±1.03）周，对照组产妇最短孕周为 37 周，最
长孕周为 41 周，平均年龄为（38.99±0.98）周。其中研究组初产
妇数量为 22 例，经产妇数量为 25 例；对照组初产妇数量为 23 例，
经产妇数量为 24 例。两组产妇基础信息并无显著差异，存在可比
性（P＞0.05）。本次研究申报我院伦理委员会，并获批实施，且研
究对象均自愿签署与本次研究相关的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对照组产妇实施常规产科护理，主要包括在产前阶段定时观

察体征，开展健康知识宣教，在宫口达到 3 厘米时送产房并在助产
士帮助下实现分娩，在分娩结束之后回到病房，由护理人员进行产
后指导。研究组产妇在常规产科护理之外增加全程连续性助产护
理，具体内容包括下述几项：(1)产前阶段护理：助产士结合评估指
标，对高龄产妇心理状态、生理状况以及经济基础进行评估，耐心、
详实的表述与分娩有关的知识，与产妇加强交流，引导产妇放松心
情、舒缓情绪；结合分娩模型等，为产妇介绍自由体位待产、如何
减少分娩痛楚等你内容，引导产妇学习拉玛泽呼吸法，提升产妇分
娩应对水平；组织成功完成分娩的其他产妇前来分享经验，以提升
高龄产妇分娩信心；表述新生人护理技巧，通过模拟娃娃的方式进
行实操锻炼，提高孕妇作为母亲的幸福感和成就感。(2)产时阶段护
理：在高龄产妇产生规律宫缩后，将产妇转移到更为舒适的环境进
行待产，与产妇家属进行交流，鼓励家属与产妇增加互动，评估产
妇所面临的分娩风险，提前准备各项应对措施，指导产妇配合宫缩
实现有效摒气，采用沟通、抚摸等方式消散产妇紧张、焦虑情绪，
全程陪伴产妇完成分娩。(3)产后阶段护理：在结束分娩之后，将消
息及时告知产妇，使得产妇能够舒缓情绪、及时休息，避免出现产
后大出血的情况；为产妇提供宝宝纪念卡，以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讲
解婴儿喂养知识，同时为产妇提供饮食、作息、活动计划，帮助产
妇完成身体恢复。 

1.3  观察指标  
（1）对比研究组和对照组产程时间。（2）对比研究组和对照

组阴道分娩率。 
1.4  统计学  

本次研究所获得的数据以 SPSS22.0 软件进行分析，以(x±s)表
示研究计量资料，并采取 t 检验；以百分数表示计数资料，并采取
x²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产程时间   
通过数据统计发现，研究组产妇总产程时间为（438.04±96.36）

分钟，第一产程时间为（384.26±88.37）分钟，第二产程时间为（32.87
±10.23）分钟，而对照组产妇三项指标数值分别为（501.63±110.27）
分钟、（436.51±92.45）分钟和（39.15±11.01）分钟，通过对比发
现，差异具备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2.2  阴道分娩率  
通过数据统计可以发现，研究组产妇阴道分娩率为 82.98%，

对照组产妇阴道分娩率为 63.83%，通过对比发现，差异具备显著
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受社会生活生产压力增加、人工流产技术进步以及国家提倡二
胎政策，高龄产妇群体数量不断增多，但该群体往往面临生殖器官
老化、分娩难度大等特征，因此在待产阶段需接受对应护理，以提
高分娩质量。全程连续性助产护理通常包括生理层面护理和心理层
面护理两个部分，能够有助于提高高龄产妇分娩安全性。本次研究
表明，研究组产妇产程时间较短、阴道分娩率较高，且相比对照组
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这意味着全程连续性助产护理可
以提升护理质量，确保高龄产妇可以在产前阶段、产时阶段和产后
阶段均获得悉心护理。 

总体而言，全程连续性助产护理模式能够缩短高龄产妇产程时
间、提升阴道分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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