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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护理对产妇心理状态 , 睡眠状况及产后出血量的影响
袁晓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重庆　400000）

【摘　要】目的：探讨临床对产妇应用精细化护理，对促进其心理状态、睡眠状况改善的效果，并分析该护理干预对产后出
血量降低的影响。方法：取 2019 年 8 月 -2021 年 8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0 例产妇。随机分组。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0 例。前者实
行精细化护理，后者实行常规护理。对比两组干预效果。结果：干预后，观察组产妇焦虑、抑郁评分及睡眠质量各项评分所测数
值均低于对照组，且产后出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P ＜ 0.05）。结论：精细化护理可促进产妇心理状态及睡眠质量的有效改善，
且产后出血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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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妊娠期比较特殊，因此在此阶段，各项活动均会对其

生理及心理状况造成极大影响。产妇机体内激素水平也会出现

明显改变，导致胎动异常 , 继而使产妇出现消极情感问题及心

理问题。加之妊娠期生理应激反应。如未能采取有效护理干预。

极易造成产妇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等系列不良事件的发生。有

研究表明 [1]，产妇的不良情绪状态将会严重影响其睡眠情况，

继而导致产后宫缩乏力，产后出血的风险性随之增高，对其产

后康复极为不利。本研究旨在明确产妇接受精细化护理对其心

理状态、睡眠状况改善及产后出血量减少的作用。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 2019 年 8 月 -2021 年 8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0 例产妇。

随机分组，40 例观察组中年龄分布于 21-36（29.13±2.62）

岁；孕周统计介于 36-42（39.68±1.43）周；40 例对照组中

年龄分布于 23-38（29.35±2.75）岁；孕周统计介于 38-42

（39.96±1.51）周；纳入标准：2 组产妇均为足月单胎妊娠，

且胎儿宫内发育良好，精神意识、智力正常。排除标准：宫外

孕、妊娠期并发症者；产前检查发现精神、心理疾病者；存在

认知、沟通障碍者。二者基本资料均未见明显差异，符合P＞0.05

的均衡可比性原则。

1.2 方法

对照组产妇均予常规护理。即产前分娩知识讲解、病房环

境干预以及抗感染治疗等措施。观察组产妇均予精细化护理，

操作如下：（1）心理护理。产前，护理人员应与产妇及家属

进行有效的情感交流。对产妇的心理状况进行全面系统的了解

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施有效心理疏导，并予以尊重和关心。

争取产妇的信任，指导其如何正确调理自己的心理。回忆孕期

过程及孕期所需克服的困难。让产妇真切体会到孕育新生命和

即将成为母亲的成就感。鼓励产妇主动诉说自己内心的想法，

消除其顾虑情绪。面对分娩保持平和的心态。产后及时予以产

妇称赞。并将新生儿的性别情况及健康情况予以告知，提高产

妇的幸福感。鼓励家属多予以陪伴和关心，共同分享家庭新成

员到来的喜悦。(2)健康教育。为产妇介绍各产程的生理变化、

宫缩情况 , 每日通过在病房播放分娩教学视频 , 使产妇对分娩

过程及需配合的要点充分了解。鼓励产妇主动提问 , 并及时予

以解答 , 消除其心中不理解及恐惧之处。为每位产妇发放分娩

知识健康手册 , 加深其对妊娠分娩的认知 , 有利于促进其分娩

顺利。(3) 疼痛护理。在产妇产后对其疼痛程度进行评估 , 询

问其疼痛持续时间及频率 , 向其介绍产后宫缩痛的原因 , 指导

产妇通过听音乐、聊天等不同方式转移注意力 , 缓解疼痛。如

必要，可遵医嘱予以药物镇痛。(4）出血护理。产后 2h 需对

产妇的生命体征加强监测 , 对其子宫收缩情况进行观察，并对

其阴道出血量进行测量 , 如有产后出血征兆需及时采取对应处

理 , 减少出血量。(5）环境与生活干预。为产妇提供比较整洁

舒适的住院环境 , 合理控制室内温湿度 , 提高产妇舒适度。对

每日探视人数进行严格控制 , 夜间只开走廊灯 , 确保产妇睡眠

良好。 

1.3 观察指标

1.3.1 心理状态 : 采用 SAS、SDS 量表对其焦虑、抑郁情况

进行评价。上述量表各含 20 项，采取 4 级评分法，满分 20-80

分，分值越低越好。

1.3.2睡眠状况: 采用PSQI指数对其睡眠状况进行评价,7

个维度，总分 21 分 , 分值越低越好。

1.3.3 产后出血量：测量两组产后 2h、24h 出血量。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软件选取 SPSS23.0，计量资料数据以（ sx ± ）表
示，行 t检验，P<0.05 为数据间差异存在显著意义。

2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产妇焦虑、抑郁评分及睡眠质量各项评

分所测数值均低于对照组，且产后出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1.

3 讨论

文献指出 [2-3]，产妇妊娠期对其进行精细化护理对其心理

状态及睡眠状况具有积极改善作用，同时可减少产后出血量。

本研究中，心理护理可有效消除产妇内在的负性情绪 , 通过针

对性心理疏导及正能量支持，促使其保持愉悦平和的心态 , 帮

助其顺利分娩。健康教育可帮助产妇全面了解分娩过程及配合

重点事宜 , 缓解其紧张陌生感 , 促进其顺利分娩。疼痛与出血

护理可使产妇产后的舒适度得以显著提升 , 预防和降低产后出

血的发生 , 避免因疼痛及并发症延迟产妇康复进程。环境与生

活护理可使产妇的舒适度 ,对其产后康复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综上，精细化护理的标准实施，可促进产妇心理状态及睡

眠质量的有效改善，同时可减少其产后出血量，加快其产后康

复进程，有利于保证母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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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相关指标对比（ sx ± ）

组别 n SAS 评分（分） SDS 评分（分） PSQI 指数（分） 产后出血量（ml）
观察组 40 50.26±4.27 50.65±4.81 7.12±1.18 247.13±18.85
对照组 40 63.29±4.62 63.79±4.48 13.27±2.16 400.18±21.24

t - 13.099 12.643 15.803 34.086
p - 0.000 0.000 0.000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