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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妇产科护理中孕期健康教育的临床价值

徐东  谭祖润  李晓雪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人民医院  湖北恩施  444300

摘  要：目的：探究妇产科护理中孕期健康教育的临床价值。方法：选择 2021年 3月至 2022年 5月本院接收的 100
例孕产妇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和观察组（孕期健康教育），各 50例，对比护理效果。结果：观

察组自然分娩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剖宫产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母乳喂养率及健康知识掌握合格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临床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妇产科护理中应用孕期健康教育具有较高的临床

价值，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孕产妇对于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提升其对于分娩的认知水平，减轻内心的不安和担忧，

同时也能促使自然分娩率及母乳喂养率增加，降低剖宫产率，以至于其产后更为顺利地恢复，另外孕产妇对于临床

护理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其依从性，临床具有推广普及的价值。

关键词：孕期健康教育；妇产科护理；临床价值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pregnancy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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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health education during pregnancy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ing.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regnant wome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May 2022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and observation group (health education during pregnancy), 50 cases in each 
group, and the nursing effect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natural delivery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esarean sec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breast-
feeding rate and the qualified rate of health knowledg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linical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pplication in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nursing health education during pregnancy has high clinical value, help 
to improve maternal health knowledge for master degree, improve the cognitive level of for childbirth, reduce inner anxiety 
and worry, at the same time also can cause natural childbirth and breastfeeding rates increase, decrease the rate of cesarean 
section, so that more smoothly postpartum recovery, In addition, maternal satisfaction with clinical nursing is relatively high, 
which is also helpful to further improve their compliance, and has the value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Key words: Health education during pregnancy;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care; Clinical value

健康教育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活

动，可以帮助民众形成健康的行为及习惯，并促使患者

的并发症出现的概率进一步降低，切实有效地提升其生

活水平 [1]。对于孕妇而言，在其怀孕过程中，孕妇往往

容易被环境、体质、家庭等多方面因素作用影响，以至

于产生焦躁、易怒、烦闷等一系列不良的消极情绪。由

此，孕妇在其孕期中应当对于分娩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对于孕期及分娩的相关健康知识加以了解，做好必要的

自我防护，同时对于自身的负面情绪积极进行调节，从

而进一步降低产妇分娩时的恐惧感 [2]。基于此，本文旨

在探究妇产科护理中孕期健康教育的临床价值，具体情

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择 2021 年 3 月 至 2022 年 5 月 本 院 接 收 的 100

例孕产妇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对照组：平均年龄（23.87±3.72）岁，平均孕期

（38.14±1.68）周。观察组：平均年龄（25.32±5.16）岁，

平均孕期（38.17±1.43）周。两组孕产妇一般资料不存

在显著差异，P>0.05，后文数据对比可信度较高，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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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同意并自愿参与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

观察组：应用孕期健康教育，具体包括：（1）一

对一健康教育指导：医护人员应当对孕妇及其家属开展

健康教育指导工作，对于孕期及分娩时的相关状况及特

征进行详细的介绍，同时对于孕妇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

来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改变，并且存在一定概率会出现

不良反应等情况也应当加以说明 [3]。同时，医护人员应

当引导孕妇逐渐形成科学正确的作息规律及生活习惯，

并且应当给予孕妇自身的原发病情况以足够的关注，做

好疾病的预防及控制工作。另外，还应当注重提升孕妇

的免疫力，以此提升其在分娩时的耐受力 [4]。（2）健康

教育主题活动：医护人员应当组织孕妇进行至少两次以

上的健康教育主题活动，促使其对于相关注意事项更为

清楚。医院应当选择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及妇科医生为

孕妇和家属开展孕期知识的相关专题讲座，对于孕期的

特征、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应对措施和注意事项等进

行认真讲解，并帮助孕妇调节自身的情绪状态 [5]，同时

在讲座结束之前给产妇及家属提问的机会，并对其提出

的问题进行认真解答，以此使孕妇及家属对于自然分娩

及母乳喂养的益处有更为充分的认知。（3）发放健康

教育宣传手册：医院应当为每个孕妇家庭发放健康教育

宣传手册，孕妇及家属可以利用手册一起进行孕期知识

的学习 [6]，对于孕期的相关健康知识加以了解，并尝试

孕期瑜伽、按摩等，但应当做好必要的保护措施，防止

孕妇受到额外的伤害。（4）差异化营养健康教育：医

护人员可以利用一对一教育的方式对于孕期的营养教育

知识进行讲解，从而使孕妇在妊娠期可以保证饮食的营

养搭配，并能清楚了解孕期各阶段的体重标准及运动量

标准，以此更为科学的对体重进行控制 [7]。另外，医护

人员应当依据孕妇的实际情况对于营养搭配比例进行适

时调整，保证孕妇饮食的科学性、合理性。（5）个体

化健康教育：在孕妇进行分娩之前，护理人员应当将分

娩的相关知识进行详细的讲解，具体涉及助产人员和医

生情况、产房环境、无痛分娩相关知识和注意事项等，

同时帮助孕妇家属对必要的物品进行准备 [8]。

1.3 观察指标

对比观察两组孕产妇的分娩方式、母乳喂养率、健

康知识掌握合格率及其临床护理满意度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6.0 统计分析数据，计数数据用（）表示，

行 t 检验，计量数据用 [n（%）] 表示，行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孕产妇分娩相关情况比较

观察组自然分娩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剖宫产率显著

低于对照组，母乳喂养率及健康知识掌握合格率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孕产妇分娩相关情况比较 [n（%）]

组别 例数
分娩方式

母乳喂养

率

健康知识

掌握合格

率自然分娩 剖宫产

对照组 50 26（52.00） 24（48.00） 41（82.00） 44（88.00）

观察组 50 34（68.00） 16（32.00） 47（94.00） 49（98.00）

P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孕产妇临床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临床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孕产妇临床护理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50 20（40.00） 24（48.00） 6（12.00） 44（88.00）

观察组 50 31（62.00） 17（34.00） 2（4.00） 48（96.00）

P <0.05

3 讨论

妊娠是大部分女性一生中需要经历的一个较为特殊

的阶段，十个月的妊娠期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准备工作，

由此，医院应当做好孕妇的孕期健康教育，从而促使其

较为顺利地度过妊娠期及分娩过程。女性在妊娠期往往

会存在明显的情绪波动，一些孕妇甚至会出现抑郁的情

况，若不能及时对孕妇的心理状况加以关注，则容易使

其状况恶化，发展成抑郁症。所以，在孕期健康教育中

应当做好孕妇的心理教育，并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

导，帮助其调整情绪状态，使其更为积极地面对分娩，

同时也应当做好孕妇在产后的心理护理 [9,10]。另外，孕

妇的身体情况较为特殊，因此护理人员需要指导孕妇保

护胎儿的方法，以此避免胎儿受到伤害。妊娠期对于女

性而言相对较为特殊，为了更为有效的保障孕妇及胎儿

的健康安全，应当保持足够的谨慎小心，防止不良事件

的发生 [11]。尤其是对于初次妊娠的女性，由于其对于分

娩缺少足够的专业知识，因此在妊娠期容易出现焦虑、

担忧等消极情绪，以至于对后续的分娩造成负面影响，

所以，应当对产妇做好孕期健康教育，以此保证分娩的

顺利进行。孕期健康教育从母乳喂养、生产宣教、产后

恢复、生活饮食护理等多方面进行干预，尤其是妊娠期

的前三个月，孕妇更需要确保自身维持较为轻松的情绪

状态，还应当保障饮食的营养均衡及健康，同时由专业

的医护人员做好相应的检查工作 [12,13]。三个月后需要保

障孕妇的营养摄入，热量摄入应当充分但不可过度，另

外，医护人员注意关注孕妇的心理状况，帮助孕妇降低

其心理压力，进一步提升自然分娩的可行性，并做好孕

期相关专业知识的普及教育，以此提升孕妇及家属的认

知水平。除此之外，也可以通过孕期座谈会给孕妇相互

交流的机会，让她们进行经验和感受的分享，促使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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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收获知识和信心。利用良好科学的孕期健康教育，

孕妇对于孕期及分娩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明显提高，同时

也有助于改善孕妇的不良情绪，进一步减轻其在分娩过

程中的痛苦和恐惧，从而使分娩更为顺利。

在本研究中，观察组孕妇在进行孕期健康教育后，

其实际分娩状况及对于临床护理的满意度情况都相对较

好，由此也表明孕期健康教育具有较为明显的积极作用

以及开展的必要性。另外为了更为有效地拉近医患关系

及护患关系，降低纠纷的发生概率，同时也促使孕妇对

于健康知识的接受度进一步增加，提升其依从性，妇产

科也可以建立系统的孕期健康教育小组，对孕妇进行健

康教育 [14,15]。孕期健康小组应当由具有丰富护理经验的

护理人员及专业的妇产科医生组成，在小组确立后，给

小组成员进行工作的分配，确保责任落实到个人，随后

使其对于孕妇的个人状况及胎儿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了

解，并帮助其确定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方案，在方案确定

后积极和孕妇及家属进行交流，保障孕妇和家属的知情

权，另外和产妇确定每周开展孕期健康教育的具体时间。

另外，为了拉近护患关系，护理人员应当在孕妇入院时

就主动和其交流沟通，介绍医院相关情况，并主动告知

孕期健康教育的重要意义，也能促使其依从性提升。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自然分娩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剖宫产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母乳喂养率及健康知识掌握

合格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临床护理满

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在妇产科护理中应用孕期健康教育具有

较高的临床价值，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孕产妇对于健康知

识的掌握程度，提升其对于分娩的认知水平，减轻内心

的不安和担忧，同时也能促使自然分娩率及母乳喂养率

增加，降低剖宫产率，以至于其产后更为顺利地恢复，

另外孕产妇对于临床护理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也有助于

进一步提升其依从性，临床具有推广普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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