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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是女性正常生理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孕妇

容易出现多种并发症，例如产后出血、妊娠期高血压症、

早产等，对母婴健康安全产生严重影响。针对高原孕妇

而言，其地理环境以及气候具有特殊性，氧气稀薄，气

压较大，一旦出现并发症，则会加重妊娠风险，患者分

娩困难，程度严重者，会致死 [1]。引入全面、高质量护

理措施，积极预防并发症是维护母婴健康安全的关键措

施。本次研究以高原妊娠女性为对象，分析综合护理的

应用效果。

一、资料和方法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74 例高原妊娠女性，2021 年 04 月 -2022 年

04 月，随机平均分为对照组 37 例，年龄为 21-38 岁，平

均年龄（26.18±4.89）岁；观察组 37 例，年龄为 22-39

岁，平均年龄（26.76±4.13）岁。两组一般资料（P ＞

0.05），具有可比性。

2. 方法

（1）对照组

该组女性行常规护理：监测孕妇一般指标，提供饮

食指导，引导孕妇定期接受检查，及时调节机体状态等。

（2）观察组

该组女性行综合护理：①巩固基础护理：强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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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提醒女性少食多餐，鼓励其食用铁、维生素和蛋

白质丰富的食物，提供高热量食物，确保摄入营养物质

能够满足母婴需求。叮嘱女性注意休息，特别是针对妊

娠后期，引导女性采取左侧卧位，切忌不可采取仰卧位，

帮助女性将压迫症状解除。如果女性出现胎膜早破现象，

需确保绝对卧床休息，将臀部抬高，或者应用软枕垫高，

不能保持站立位，不能行走，预防脐带脱垂，第一时间

将孕妇送往医院。②并发症预防：提醒孕妇适当提高产

前检验频率，当孕妇出现早产、胎膜早破、妊娠期高血

压、贫血等并发症，及时发现，并立即上报，严格控制

胎儿娩出速度，不能过快，避免出现胎盘早剥现象，在

胎儿成功娩出后，第一时间将脐带剪断，对脐带胎盘端

展开处理。在胎儿未出现宫缩反应时，可以实施人工破

膜操作，选取适量缩宫素，给予孕妇静脉滴注，采取腹

带包扎，将沙袋放置于孕妇腹部，预防受腹压突然降低

或者产后出血影响，导致孕妇休克。针对早产儿，需立

即将其放入保温箱内，做好护理。因高原地区氧气稀薄，

在分娩过程中，护理人员可及时给予孕妇吸氧，提醒其

用力，提供生命能量。③心理护理：为孕妇提供心理支

持，观察其情绪变化，及时提供针对性疏导，帮助其尽

快适应全新角色，令其自觉承担母亲的责任，转换自身

身份。当出现并发症时，提醒孕妇不必过分恐慌，接受

临床医护工作，一般能够正常分娩。④强化健康指导：

孕期强调营养支持，适当为孕妇补充营养物质，摄入微

量元素，例如维生素、钙、铁和叶酸等，支持胎儿生长。

高原地区孕妇可以多参与产前体检，一旦出现异常现象，

能够第一时间就诊，孕妇在休息时，采取左侧卧位，将

下肢抬高，预防下肢水肿，科学合理的实施新生儿护理，

展开母乳喂养。⑤保温护理：高原地区昼夜温差大，整

体气温较低，当孕妇受到寒冷刺激以及气温较低时，其

血液循环会受到影响，组织出现缺氧、缺血等现象，引

发血管痉挛，孕妇血压出现大幅度波动，容易形成子痫，

日常护理中，需重视保暖，适当增加衣物，不可着凉，

预防妊娠期高血压等疾病发生。

3. 观察指标

评价生活质量：应用 SF-36 量表，记录各项指标评

分。评价并发症：包括产后出血、胎盘早剥、早产和胎

膜早破。评价分娩知识掌握情况 [2]。

4. 统计学分析

录入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中处理。

二、结果

1.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对比各项生活质量评分，观察组均明显偏高，P

＜ 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n（x±s）]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分）

心理功能

（分）

社会功能

（分）

观察组 37 82.25±4.47 83.26±3.66 81.46±4.44

对照组 37 71.36±3.87 70.16±4.17 70.26±3.87

t / 11.204 14.362 11.567

P / 0.000 0.000 0.000

2. 两组并发症比较

对比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明显偏低，P ＜ 0.05。详

见表 2。

表2　两组并发症比较[n（%）]

组别 例数 产后出血 胎盘早剥 早产 胎膜早破 发生率

观察组 37 1 0 1 0 5.41

对照组 37 3 2 3 2 27.03

/ / / / / 6.366

P / / / / / 0.012

3. 两组分娩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对比分娩知识掌握率，观察组明显偏高，P ＜ 0.05。

详见表 3。

表3　两组分娩知识掌握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完全掌握 部分掌握 未掌握 掌握率

观察组 37 32 4 1 97.30

对照组 37 17 12 8 78.38

/ / / / 6.198

P / / / / 0.013

三、讨论

妊娠并发症临床发生率高，会累及患者多项脏器、

组织，胎盘以及肝、肾、脑等多个脏器出现缺血表现，

进而导致脏器出现病理变化 [3]。受胎盘缺血影响，胎盘

组织有可能表现为梗死、坏死，当胎盘血管出现破裂表

现时，有可能引发早产、胎盘早剥等现象。如果孕妇出

现胎盘广泛性梗死，部分组织凝血活酶会被释放出，导

致血液高凝，纤维蛋白受到影响，其溶解功能呈现出亢

进现象，血液凝结受阻，容易引发大出血，对孕妇健康

安全产生较大威胁 [4]。

高原妊娠并发症出现的原因主要有孕妇缺乏保健意

识、文化水平较低、寒冷缺氧、气候条件具有特殊性等，

孕妇生命体征出现波动，形成生理、病理变化。当下高

原医疗技术较为落后，需加强护理意识，引入先进性护

理理念，执行各项护理措施 [5]。为孕妇提供个体化宣教，

将心理护理贯穿于整个产程，最大限度上激发孕妇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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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令其配合医生相关工作，促使分娩顺利开展。分析

高原孕妇现状，发现农牧民普遍缺乏对于分娩、妊娠等

相关知识的了解，保健意识不高，护理人员需强化健康

教育，加强管理力度。在高原缺氧影响下，孕妇有可能

出现血压升高表现，表现出眼花、头晕、头痛等表现，

形成恐惧、紧张等负性情绪，孕妇交感神经处于兴奋状

态，护理人员需适当为其注氧，做好保暖工作 [6]。本次

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的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并发症发生

率和分娩知识掌握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说

明综合护理的应用可以提升高原妊娠女性安全性，促使

其顺利分娩。

综上所述，给予高原妊娠女性综合护理能够预防并

发症发生，提升护理效果，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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