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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高症作为产科中发病率较高的疾病之一，严重影响了母婴
健康，必须通过对症治疗和科学护理，才能有效控制病情发展，保
障孕妇顺利、安全分娩[1]。基于对传统护理模式的研究和分析，简
单、单一等缺点是造成患者对临床护理工作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
这也预示着探究新型护理模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目前，提高
护理服务标准，进而提高护理效果和安全性已成为临床护理工作
的新方向，而预见性护理的应用即为临床护理工作发展注入了新
动力，其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符合现代临
床护理工作的根本要求。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本资料
所有患者的挑选方式如下：均在2018-2019年期间进行挑选，

筛选满足如下条件的患者：首先必须是经过科学诊断，符合妊高
症诊断标准，同时在其自愿情况下签署知情同意书，治疗和护理
团队均明确试验对象的基本情况，积极配合本次试验。经过筛选
留下的80例患者通过参与摸球分组，奇数号划分到对照组，共40
例，平均（27.82 ± 4.51）岁。偶数号划分到观察组，共 40 例，平
均（27.88 ± 4.67）岁。组间资料对比，P>0.05。

1.2 操作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对症降压治疗，在此基础上联合不同的临床

护理方案。
对照组实施普通护理，即按照常规护理流程对患者进行心理

疏导、健康宣教、环境优化、血压监测、用药干预等基础护理。
观察组由护士长牵头成立专业的护理小组，选拔经验丰富、

技能过硬的护理人员 5 名，通过开会研究讨论治疗期间可能出现
的临床护理风险，结合观察组患者实际病情实施预见性护理：（1）
心理问题的预见性护理：孕妇产前若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是
心理障碍，将会严重影响其分娩安全性，对妊高症孕妇来说，心
理问题严重威胁其生命健康安全，故护理人员需预先评估患者的
心理状态从而制定干预计划，如日常交流中保持微笑服务，体现
专业素养，给予其积极的心理暗示，同时尝试换位思考，拉近护
患关系，引导患者进行其倾诉，通过心理减压的方式实现生理减
压，辅助提升治疗效果。（2）生理健康的预见性护理：血压升高
导致的头晕、恶心、呕吐甚至先兆子痫都会严重影响母婴结局，故
在心理护理基础上应进一步强化生理健康护理干预效果，首先应
安排专人负责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记录好体温、脉搏、血
压的变化情况并制成折线图，供主治医生参考使用，分娩前后详
细记录患者的尿量、颜色，从而判断其肾脏功能情况，要求患者
每天保持至少 12h 卧床休息时间，以左侧卧位为主，同时为其制
作健康食谱，以低盐、低脂、高蛋白质、高维生素食物为主。

1.3 观察指标
以血压变化情况记录表、并发症发生情况统计表具体展示血

压指标、并发症情况，有关血压指标包括收缩压和舒张压，合理
范围内指标水平越低越好；有关并发症情况包括先兆子痫、子痫、
胎盘早剥、产后出血，所有出现并发症的患者均计入并发症发生
率计算中。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0.0 处理计数和计量自考，分别用χ 2 和 t 检验，差异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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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P<0.05），其余判定为数据无差异。
2  结果分析
2.1 血压指标
表 1 数据表明：护理前两组血压无差异的基础上，护理后观

察组血压指标更为理想（P<0.05）。
表1     血压变化情况记录表 [ sx ± ]（mmHg）

2.2 并发症情况
表 2 数据表明：观察组并发症（先兆子痫、子痫、胎盘早剥、

产后出血）发生率更低（P<0.05）。
表2      并发症发生情况统计表[n(%)]

3  讨论
基于对妊高症的发病机理、病因进行分析，该病高发性和危

险性较为突出，必须要做到及早治疗和护理，为患者选择最为科
学的护理方案。

目前，预见性护理已在临床中广泛使用，该护理模式为临床
科学护理模式，立足心理和生理两个方面制定预见性护理方案，
通过各项临床护理措施联合应用，即可有效提高护理效果并降低
并发症发生率 。

表 1 和表 2 数据表明，观察组在血压指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
方面均优于对照组，由此可说明预见性护理可在很大程度上优化
临床护理方法和内容。总的来说，预见性护理在优化护理方法、内
容和过程的基础上提高患者干预效果，从而使疾病治疗更加彻底，
有效提高护理效果并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应当作为临床护理主要
手段，可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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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舒张压 收缩压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0 109.72±6.19 80.26±4.27 165.28±7.08 115.46±6.18

对照组 40 109.56±6.41 95.18±5.31 165.44±7.18 134.18±6.17

T - 0.1136 13.8485 0.1004 13.5576

P - 0.9098 0.0000 0.9203 0.0000 

组别 例数 先兆子痫 子痫 胎盘早剥 产后出血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40 0（0.00） 1（2.50） 0（0.00） 1（2.50） 2（5.00）

对照组 40 2（5.00） 2（5.00） 3（7.50） 2（5.00） 9（22.50）

χ - - - - - 5.1647

P - - - - - 0.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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