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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母婴结局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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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妊高症患者接受整体护理的效果。方法：从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内因妊高症入院的病患内抽取 50 例，根据统计学内的

分组方式可以将患者分为两个不同的组别，即实验组与对照组，组内的人数都是 25 例。对照组内患者均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内患者接受整体护理，

对比效果。结果：实验组羊水过多为 2 例、妊娠高血压为 3 例、胎膜早破为 1 例、产后出血为 2 例、感染为 1 例，对照组羊水过多为 9 例、妊娠高血压

为 11 例、胎膜早破为 10 例、产后出血为 12 例、感染为 11 例，对比 P＜0.05。实验组早产儿为 1 例、胎儿窘迫为 3 例、巨大儿为 1 例，对照组早产

儿为 9 例、胎儿窘迫为 12 例、巨大儿为 10 例，对比 P＜0.05。护理前，对照组舒张压和收缩压与实验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对照组

的舒张压和收缩压与实验组的舒张压和收缩压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实验组不良妊娠结局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的病

情较为严重，极易影响最终的母婴结局，对孕产妇的生命安全产生严重的影响。妊娠高血压患者的临床干预主要是以药物治疗为主，以此稳定患者的血

压。但因药物会对胎儿产生一定的影响，故需探索更为有效的方式。护理作为辅助治疗的方式之一，对患者实施护理，可以改善患者的心理压力，让患

者积极配合临床治疗。整体护理作为当代护理模式，其是将患者作为重点，对患者展开积极的干预，以此改善患者的症状，帮助患者稳定病情。 

【关键词】整体护理；妊娠期高血压；母婴结局 

 

妊娠期高血压综合症是一种与怀孕相关的并发症，其主要症状是血

压显著上升。这种疾病对母亲和婴儿的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已经成为

了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尽管药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妊娠期高血压的发展，但是由于患者的怀孕状况的影响，药物使用受到限

制，导致治疗效果并不理想[2]。为了提高整体的医疗效果，必须在常规治疗

的基础上，同时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整体护理是一种可以将临床护理

和护理管理整合在一起的护理模式。在护理过程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为

患者提供整体护理建议，从而有效地改进患者的病情，提高护理水平。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照组年龄平均为（27.58±1.35）岁，平均孕周（29.92±1.12）周；

实验组年龄平均为（27.15±1.92）岁，孕周平均为（30.18±1.18）周。对

两组资料分析，P＞0.05。纳入标准：（1）知晓试验。（2）单胎且初次分

娩。（3）确诊为妊高症。排除标准：（1）存在高血压病史。（2）非单胎。

（3）经产妇。 

1.2 方法 

对照组：密切监测患者的血压变化，给予患者降压药物治疗，指导

患者科学饮食、运动，产后持续监测血压。 

实验组：首先，护士需与患者建立有效的沟通，引导患者倾诉，缓

解不良情绪。其次，护士需对患者详细介绍分娩方式，结合患者的实际

情况，选择最佳的分娩方式，并明确相关注意事项，密切监测胎儿与产

妇的各项指标。最后，当产妇分娩之后，需对患者进行详细的照护，调

衡饮食结构，让家属参与到照护内，缓解产后不良情绪。 

1.3 观察指标 

对比母婴结局与血压变化。 

1.4 统计和分析 

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分析，计数型指标则以例（n/%）表示，X2 检

验，计量型指标则选用均数±标准差（ sx  ）描述、t 检验。P＜0.05，

则具有差异。 

2 结果 

2.1 产妇结局 

实验组产后结局显著优于对照组，对比 P＜0.05。见表 1。 

表 1  产妇结局（n/%） 

组别 例数 羊水过多（%）胎膜早破（%） 产后出血（%）感染（%）

实验组 25 2（8%） 1（4%） 2（8%） 1（4%）

对照组 25 9（36%） 10（40%） 12（48%） 11（44%）

X2 值 - 5.7110 6.3492 9.9206 10.9649 

P 值 - 0.0168 0.0117 0.0016 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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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生儿结局 

实验组新生儿结局显著优于对照组，对比 P＜0.05。见表 2。 

2.3 血压水平 

护理前，对照组舒张压和收缩压与实验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0.05。干预后，对照组的舒张压和收缩压与实验组的舒张压和收缩压比较

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3。 

表 2  新生儿结局（n/%） 

组别 例数 早产儿（%） 胎儿窘迫（%） 巨大儿（%）

实验组 25 1（4%） 3（12%） 1（4%） 

对照组 25 9（36%） 12（48%） 10（40%） 

X2 值 - 8.0000 7.7143 9.4406 

P 值 - 0.0046 0.0054 0.0021 

表 3  血压水平（ sx  ） 

组别 例数 干预前收缩压 干预前舒张压 干预后收缩压 干预后舒张压 

对照组 25 162.81±12.63 98.82±11.47 147.23±11.92 93.62±6.83 

实验组 25 162.63±12.73 99.18±11.22 128.54±11.23 80.43±7.62 

t 值 - 0.0627 0.1401 7.1271 8.0496 

P 值 - 0.9502 0.8889 0.0000 0.0000 

3 讨论 

妊娠高血压是妊娠期间一种常见的并发症，其高发病率反映了这一

时期身体的变化以及多种因素的影响[3-4]。这些因素可能导致血压异常上

升，同时伴随着各种程度的水肿和其他相关症状，这可能会对母亲和孩

子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5-6]。目前，临床上通常通过药物疗法和基本护理

来处理这种疾病，虽然这些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病情的发展，但

由于这种疾病容易受到诸如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和情绪波动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难以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7-8]。 

在当前医疗环境下，随着护理科学的持续发展，整体护理作为一种

全新的护理模式应时而生，其在处理妊娠相关疾病病患的过程中展现出

其强大的实用价值，其可以从多个视角深入分析病患状况，并据此制定

出个性化的护理计划。这种方式不仅能为病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护理建

议，而且能够实质性地改进患者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习惯，提高患者在治

疗过程中的整体效果以及康复后的生活质量。此外，相关的研究也证明

了这种护理策略在处理妊娠期高血压问题时的实用性。通过实施整体护

理策略，护士能够填补传统护理模式的空白。这种新型护理方式强调以

病人为核心，贯彻以人为本的护理原则，旨在减轻病患的焦虑感，增强

患者接受治疗的决心，维持患者的心理平衡，从而有助于控制患者的血

压水平。此外，它还强化了病患对于自然分娩的认识，确保了分娩过程

的安全性和顺畅性，同时也有助于缓解病患的抑郁情绪，实现理想的降

压效果。此外，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提升身体的免疫能力，而康复治疗

手段也能有效地预防产后的感染和出血问题。 

综上所述，对妊高症患者实施整体护理，可改善患者的症状，稳定

血压，降低不良母婴结局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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