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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在妊娠高血压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刘鋆 王亚芬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产科  陕西西安  710061） 

【摘  要】目的 分析综合护理干预在妊娠高血压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从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期间我院妇产科收治的妊娠高血
压产妇中选取 126 名为研究对象，平均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63 名。其中，对照组产妇实施普通护理干预；实验组产妇实施综合护
理干预，对比两组产妇的护理效果。结果 在综合护理干预的作用下，实验组产妇的护理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产妇；且心理评分及对护理手段
的认可度与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产妇；血压升高情况也得到有效抑制，两组产妇各项护理数据对比后产生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妊娠高血压孕妇的日常护理而言，综合护理干预的融入与实施，不但具有显著的应用效果，还可以提高产妇对护理方式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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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作为产妇妊娠期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不但会影响产妇的
正常生活，还会威胁产妇及胎儿的生命安全。要想使妊娠高血压得
到有效控制，除了要使用有效的治疗手段外，还要做好日常的护理
工作[1]。通过相关专家及学者的临床研究发现，综合护理干预在护
理中的融入，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能够极大限度的保障母婴安全，
降低产妇高血压及并发症的发生概率。基于此，本文以 126 名产妇
为研究对象，分析综合护理干预在妊娠高血压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126 名妊娠高血压产妇为研究对象，平均分为对照组和实
验组，每组各 63 名。主要包括两组产妇的年龄、孕周等内容。其
中对照组产妇：年龄 23-40 岁，平均年龄（27.26±2.13）岁；平均
孕周（35.12±3.25）周。实验组产妇：年龄 24-41 岁，平均年龄（28.16
±2.89）岁；平均孕周（35.12±3.25）周。以上数据对比后存在的
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产妇实施普通护理干预；实验组产妇实施综合护理干
预，具体内容如下：首先，饮食指导。产妇的饮食习惯是诱发高血
压的原因之一，所以，在综合护理中，医护人员要对产妇进行饮食
指导，根据她们的实际情况，详细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叮嘱产妇
使用低油、低盐、低糖等食物，同时还要告知她们食用油腻、生冷
以及辛辣食物的危害，借此提高其警惕性，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其次，药物指导。部分产妇因妊娠高血压病情严重，仅靠饮食调理
是无法将血压控制到正常值的，这时，需要采取相关药物进行控制。
当产妇在复用药物时，医护人员要详细说明药用价值，使用方法等
内容，叮嘱她们正确用药，在此过程中如果出现不适，要立即通知
主治医生。最后，心理护理。与普通高血压患者不同的是，妊娠高
血压产妇的内心脆弱，面对自己体态、容貌等一系列的变化，她们
容易产生消极心理，再加上高血压病情的发生，她们更加的郁闷烦
躁，产生激动的情绪，不但会影响血压的控制，对腹中的胎儿也会
造成一定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医护人员要向产妇说明妊娠高血压
的治疗方法，消除她们心中的顾虑，并通过谈话等方式帮助产妇养
成良好的心态[2]。 
1.3 观察指标 

重点观察两组产妇的护理有效率、心理状态评分以及护理满意
度。 
1.4 统计学方法 

在本次研究中，对 SPSS28.0 统计软件进行应用，可以有效提高

数据的精准度。其中的心理状态评分用（x±s）表示，以 t 进行组
间对比；护理有效率及满意度用（%）表示，以 x2 进行组间对比。
如果对比后产生的数据有统计学意义，要用 P＜0.05 表示。 
2.方法
2.1 对比两组产妇的护理有效率

实验组产妇的护理有效率为 98.41%，高于对照组产妇的
85.71%，存在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如下： 

表 1 对比两组产妇的护理有效率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63 35 27 1 62（98.41） 
对照组 63 30 24 9 54（85.71） 

X2 3.2156 
P ＜0.05 

2.2 对比两组产妇的心理状态评分 
实验组产妇的焦虑评分为（30.02±2.06）、抑郁评分为（22.16

±3.69），均优于对照组产妇的（34.85±3.28）、（26.74±4.06），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对比两组产妇对护理的满意度 

实验组产妇对护理的满意度为 98.41%，高于对照组产妇的
82.54%，存在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对于妊娠高血压这一疾病来说，仅靠有效的治疗方法是无法达
到效果的，还需要使用有效的干预方式。在多样化的护理干预中，
综合护理干预的应用与实施，不但可以提高护理效果，维持产妇的
血压平衡，还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减少产妇承受的痛苦[3]。在本次
研究中可以看出，实验组产妇的护理效果、心理状态评分以及护理
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差异显著。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在妊娠高血压护理中的应用，可以提
高护理效果，帮助产妇摆脱疾病的困扰，提高她们的生活质量，切
实维护母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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