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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评价及干预在先兆流产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吴远梅

天柱县凤城街道中心卫生院  贵州  天柱  556600

【摘要】目的：本专题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和研究心理评价及干预在先兆流产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于

2016年 7月 -2017年 7月选取来我院接受护理的先兆流产患者 48例进行临床研究，结合随机分组的原则将其分组为
心理护理组（n=25例）和常规护理组（n=23例），并对两种不同护理措施对产妇负面情绪的改善情况进行分析。结果：经过
护理后在负性情绪的改善效果的比较方面，相较于常规护理组护理后的焦虑量评分（32.44±2.52）分和抑郁量评分
（30.14±2.06）分，心理护理组护理后的焦虑量评分（21.15±1.16）分和抑郁量评分（20.54±1.23）分更为正常，
二者之间的比较有意义（P＜ 0.05）。结论：对先兆流产患者进行护理期间使用心理评价及干预措施，可有效舒缓
患者内心的焦虑紧张感，是确保母婴生命安全的优质手段，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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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兆流产是指发生于孕妇孕期的前 28 周，因染色

体异常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的一种流产现象，这一问题

的存在会导致孕妇出现少量阴道出血、下腹疼痛等临床

症状，体查孕妇宫口未开、未有妊娠物排出的现象 [1-2]。

若不及时给予孕妇针对性的措施进行问题的解决，就很

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暴躁等情绪，需要给予患者针对

性的治疗和护理。为此我院以选取的数名先兆流产患者

进行临床研究，从而促进孕妇身心健康的快速康复，主

要研究内容包含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7 月 -2017 年 7 月我院妇产科的数名

先兆流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按照随机分组原则选取

其中的 48 例分组为心理护理组（n=25 例）和常规护理

组（n=23 例）两组，其中常规护理组患者年龄 20-33

岁，平均年龄（26.45±1.31）岁。孕周 9-24 周，平均

（16.18±1.52）周。心理护理组患者年龄 21-32 岁，

平 均 年 龄（26.39±1.19） 岁， 孕 周 10-23 周， 平 均

（16.25±1.44）周。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经过统计学分

析无差异，不具有可比性（P ＞ 0.05）。

1.2 护理方法

常规护理组：对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措施，即对患者

进行护理期间指导患者科学合理的服用药物，注意休息，

并叮嘱患者家属保持患者饮食的营养均衡，以保障母婴

充足的营养。心理护理组：在常规护理措施的基础上给

予患者心理护理措施。（1）健康教育。患者及其家属

对于先兆流产这一疾病缺乏足够的了解，缺乏对于疾病

严重程度的认知，致使患者了解到自身患上这种疾病之

后产生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影响自身疾病治疗工作

的正常开展。为此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者的文化程度采

取适当的方式向患者进行相关知识的讲解，包括将先兆

流产产生的原因和治疗方法。同时还需要对其家属进行

教育，讲解患者家属配合护理人员工作的方式，从而增

强家属对医院治疗方案的支持。（2）转移注意力。孕

妇在得知自身患有先兆流产时，会因为疾病的影响而过

度投入到这一疾病之中，并产生焦虑紧张感。为此护理

人员需要帮助患者转移对自身疾病的注意力，指导患者

通过聊天、听音乐以及阅读等不同的方式缓解患者的心

情，是提升患者疾病治疗积极性的优质手段。

1.3 观察指标

对比和分析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健康状况。使用

抑郁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对患者进行心理方面的评

分。其中焦虑量评分标准分的分界值为 50 分，而抑郁

量评分标准分的分界值为 53 分，患者精神状态评分越

低，越表明患者内心的焦虑紧张感得到舒缓。

1.4 统计学分析

我院研究工作开始后通过型号为 SPSS24.0 的统计

学软件记录和分析相应的数据，其中在研究期间，分别

使用（x ±s）、%、t 值和卡方值 χ2 值代表计量资料、

计数资料和数据检验值。若比较的数据之间存在较大的

差异，则以 P ＜ 0.05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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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通过表 1 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心理护理组护理

后的焦虑抑郁评分相较于常规护理组相对更低，体现了

二者之间的比较有意义（P ＜ 0.05），表 1 内容如下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负性情绪改善情况的对比（x ±s，分）

组别
焦虑量评分 抑郁量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心理护理
组（n=25）

42.21±3.36 21.15±1.16 40.14±3.19 20.54±1.23

常规护理
组（n=23）

42.41±3.08 32.44±2.52 40.22±3.07 30.14±2.06

T 值 0.21 20.21 0.09 19.79

P 值 0.83 0.00 0.93 0.00

3 讨论
内心产生焦虑紧张感，对疾病治疗工作的开展产生

抵触情绪，是先兆流产患者在患病期间的常见反应。若

不帮助患者舒缓内心的负面情绪，将会导致患者病情的

持续严重，甚至导致母婴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

而随着护理人员护理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对患者实施

心理护理，通过健康教育和转移患者注意力的方式对患

者进行心理疏导，不仅有利于帮助患者加深对于自身疾

病的认知程度，促使患者提高对疾病治疗工作的重视，

进而积极投入其中，同时对于患者内心焦虑紧张等问题

的改善也有着积极的帮助，是促进患者身心健康水平持

续提升的优质手段 [3]。

结合研究，经过护理后在负性情绪的改善效果的比

较方面，相较于常规护理组护理后焦虑紧张等问题的改

善效果，心理护理组护理后问题得到了更为优质的改善，

二者之间的比较有意义（P ＜ 0.05）。以此表明，对先

兆流产患者进行护理期间使用心理评价及干预措施，可

有效舒缓患者内心的焦虑紧张感，是确保母婴生命安全

的优质手段，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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