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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护理在足月妊娠羊水过少产妇中的应用
王 霞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摘 要】：目的：探讨对足月妊娠羊水过少产妇应用专项护理产生的效用。方法：从本院 2021年 1月到 2022年 10月收治

的足月妊娠羊水过少产妇中选取 220例，按照随机分配的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110例，采取常规护理办法）和研究组（110

例，采取专项护理办法），收集并分析两组心理状况、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和护理满意度的差异。结果：护理后，研究组发生

并发症的情况明显少于对照组，SAS评分明显更低，焦虑情况好于对照组，同时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采用专项护理应用于足月妊娠羊水过少产妇有效缓解其焦虑、不安，改善了产妇的心理状况，

降低并发症发生的可能性，同时提高了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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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pecial Nursing in Term Pregnant Women with Oligohydramn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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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pecial nursing on full-term pregnant women with oligohydramnios. Methods: A total of

220 full-term pregnant women with oligohydramnio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October 2022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110 cases,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study group (110 cases, special nursing).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complication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SA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anxiety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special nursing in full-term

pregnant women with oligohydramnios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ir anxiety and anxiety,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us,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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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水过少是指在妊娠期间羊水量少于 300ml。但羊水的

总量难以估计，通常人们通过B超观察羊水指数和最大羊水

池深度，指数小于 5cm或深度小于 2cm时则羊水过少[1]。随

着B超技术的发展和高危妊娠监测率的提高，羊水过少情况

的发生逐年增加，发生率接近 5%。羊水过少的发生多是由

于胎儿畸形、药物作用和胎盘功能不全，其中泌尿系统的畸

形通过减少尿液的生成导致羊水量下降；胎盘功能不全降低

了胎儿血容量，导致其肾脏血供降低，进而致使胎尿减少[2]。

除此之外，母体若出现免疫性疾病、妊娠期高血压或血容量

不足的情况也会引发羊水过少。羊水过少时呈浑浊、粘稠和

暗绿色状，属于妊娠期的严重并发症，且严重影响围产儿的

预后[3]。由于羊水是胎儿进行物质和气体交换的介质，羊水

过少则会对自然分娩产生不利影响。此外，若羊水量少于

50ml，胎儿的死亡率达到 88%，是正常妊娠的 5倍。基于羊

水过少对产妇和胎儿的生命产生了巨大威胁，注重妊娠晚期

对羊水过少产妇进行护理格外重要。因此，本次研究对足月

妊娠羊水过少产妇采用专项护理方式配合治疗进行分析观

察，发现对其分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从本院 2021年 1 月到 2022年 10 月收治的足月妊娠羊

水过少产妇中选取 220例，按照随机分配的方式将其分为对

照组（110例，平均年龄 27.31±4.18岁，平均孕周 38.09±0.37

周，初产妇 57例，经产妇 53例；剖宫产 35例，自然分娩

75例）和研究组（110例，平均年龄 27.46±4.36岁，平均孕

周 38.01±0.52 周，初产妇 59 例，经产妇 51 例；剖宫产 38

例，自然分娩 72例），两组产妇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准：①符合羊水过少标准；

②年龄不小于 18岁；③对研究情况知情且自愿参与。排除：

①患有严重脏器损伤者；②患有糖尿病或高血压者；③有意

识障碍者。该研究是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后进行。

1.2 方法

常规护理方式应用于对照组 110例产妇，告知其治疗过

程中的注意事项，引导其分娩前进行检查，详细了解每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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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病史情况，根据医嘱指导其合理用药，产前对其各项生命

体征进行监测。研究组产妇除了要应用常规护理还需要采用

专项护理方式，具体方法如下：

（1）检查专项护理。护理人员对产妇进行定期的B超检

查。由于泌尿系统发育情况会对羊水产生影响，进而使胎儿

的生长受到限制，导致胎儿畸形的情况发生。因此为了排除

胎儿畸形的可能性，对产妇定期进行B超检查后根据产妇的

不同状况，及时对其采取生理盐水羊膜腔灌注的措施。

（2）心理专项护理。对于初产妇而言，仅仅是分娩就

容易使其产生恐惧和不安，羊水过少情况发生后，对胎儿的

状态产生担忧和对自身的自责更是加剧了这一心理状况，这

不利于产妇的妊娠情况。因此，护理人员应当重视其心理状

况对缓解该情况的作用，及时与产妇进行沟通，为其答疑解

惑的同时用简单通俗的方式讲解有关羊水过少的知识和该

现象形成的原因，减轻其自责感的同时避免对胎儿产生过度

的担忧。

（3）饮食专项护理。护理人员可通过快速饮水的方法

增加羊水量，为其提供温热的白开水。针对足月妊娠羊水过

少产妇可尝试在 2h内饮水 2000ml。饮食上需要注意的是避

免食用海鲜、甜腻、辛辣、油炸等不利于炎症消退的食物，

如螃蟹、虾、奶油蛋糕、蛋黄、糖、洋葱、辣椒等。护理人

员应当根据以上建议引导产妇制定饮食方案，充分发挥营养

物质的作用，将羊水过少的危害降到最低。同时避免饮用碳

酸饮料和含盐量高的食物从而减少其腹胀、孕吐或恶心等情

况的发生。另外，可为其制作饮食方案，提醒其多使用维生

素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4）产程专项护理。生产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产程时，产妇通常会感到非常艰难，护理人员应当在此阶

段开始前向其详细讲解此过程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为其顺利

度过此阶段奠定好基础，帮助其做好心理准备，用最好的心

态面对此过程。破水状况常常在这个阶段出现，应当指导其

保持合理的卧位以便保留羊水。第二产程时，护理人员应当

注重指导其保存体力，为其提供能量含量高的流食的同时指

导其合理用力和吸气的方法。这个过程不能忽视的是需要采

用拉玛泽呼吸法应对羊水过少的情况，尽可能减少该产程时

间。第三产程时，为减少产妇产后出血量，胎儿前肩娩出后

应当为其注射缩宫素。此外需将产妇和胎儿的具体情况向家

属说明，并对胎儿仔细观察以便及时发现有无异常情况，尽

早处理。

（5）羊水功能专项护理。由于羊水不仅是保护胎儿的

屏障，还可以帮助胎儿健康成长，对预防胎儿被脐带缠绕、

防止细菌感染等方面起到有效作用，同时在分娩时可以润滑

产道，促进分娩顺利进行。羊水过少对围产儿的生命造成了

威胁，直接影响到胎儿的健康指数，因此，护理人员对羊水

功能进行专项分析对后续引导其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分娩，

从而保障其生命安全有重要的作用。

1.3疗效标准

首先，收集两组产妇发生产褥病、宫颈裂伤和产后出血

的情况，对其并发症的发生率进行比较。其次，使用焦虑自

评量表（SAS）分别对两组产妇护理后的主观感受在治疗中

发生的变化进行评定，该表共含有 20个项目，主要包括对

产妇不安、烦恼、恐惧、紧张等方面的观察，分值越高则产

妇的焦虑情况越严重，其中轻度焦虑为 50到 59分，中度焦

虑为 60到 69分，重度焦虑为超过 90分。最后收集其对护

理的满意程度，共三个等级，分别是不满意、满意和基本满

意，根据满意和基本满意的产妇人数计算护理满意度。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SPSS17.0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

检验，并以（ sx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并以

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并发症发生情况的差异

护理后，研究组发生并发症的情况明显少于对照组，差

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发生并发症情况的差异[n，（%）]

组别 例数
产褥

病

宫颈

裂伤

产后

出血
共计

研究组 110 7 13 16
36

（32.73%）

对照组 110 15 20 35
70

（63.64%）

χ2 - - - - 5.343
P - - - - 0.012

2.2产妇焦虑情况的差异

研究组和对照组产妇护理前的 SAS评分分别为

68.44±8.37分和 68.91±7.38分，护理后分别为 42.94±7.29分

和 52.37±7.30分，护理前焦虑情况没有明显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t=0.582，P=0.399）；护理后研究组焦虑情况好于对

照组，SAS评分明显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552，

P=0.006）。

2.3产妇对护理满意程度的差异

分别收集两组产妇对护理的满意程度，其中对照组 110

例产妇对护理满意的有 52例（47.27%）、基本满意的有 43

例（39.09%）、不满意的有 15（13.64%），研究组对护理

满意的有 75例（68.18%）、基本满意的有 32例（27.27%）、

不满意的有 3 例（2.73%），对照组和研究组护理满意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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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86.36%和 97.27%，研究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6.911，P=0.002）。

3 讨论

羊水是一种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有重要作用的复杂动态

生物液体，主要是成分为母体血清进入羊膜腔的透析液、胎

儿尿液、胎儿脐带和皮肤渗透而来的组织液、肺泡液分泌等

[4]。胎儿出现吞咽动作前，大部分羊水被其皮肤吸收，出现

吞咽动作后，大部分羊水会被胎儿喝掉，另外还会经羊膜面

进行膜内吸收[5]。羊水对产妇和胎儿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平时可以减少产妇胎动时的不适感，生产时起到扩张宫口、

冲刷阴道，避免细菌感染等作用，对胎儿而言则是保护其免

于受到外界干扰的作用，另外被胎儿吞咽后对其肺部和消化

道有促进发育的作用[6]。因此，胎儿出现异常可能体现为羊

水量的异常，不利于产妇的分娩。

对产妇进行护理干预是辅助改善羊水过少情况的重要

措施。羊水过少是胎儿出现危险情况的重要信号，进而导致

手术分娩率和应产率的增加[7]。并且持续偏少还会对胎儿的

成长发育产生消极的影响，比如导致其在宫内缺氧，呼吸困

难甚至窒息的风险增加，分娩过程中由于羊水过少导致产道

润滑不到位，阻碍分娩的正常进行，还可能增加宫缩时胎心

变化的可能性，最终需采用剖宫产方式[8]。一旦发现该情况

发生因及时对其进行处理，处理过程中护理的作用十分重

要。经研究发现，对足月妊娠羊水过少产妇应用常规的护理

方式时较为笼统，因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护理人员缺乏高度

的警惕性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能根据每个产妇的身体状况

差异针对性的对其进行护理，导致产生了不必要的安全隐患

[9]。其次，护理人员对羊水过少相关知识和技能了解的不深

入，无法有条理的解答产妇的问题，导致产妇不安和恐慌情

绪的增加，不利于后续分娩。最后，对产程中的三个阶段没

有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导致产程中进行护理程序混乱，不能

起到缩短产程的作用[10]。常规护理的缺陷都是给予对其心理

状态的忽视而引起的，没有注重心理因素对其症状改善的重

要性导致其在产妇和家属沟通时缺乏思考，不注意语气和态

度，没有和产妇产生共情，导致其产生不安，对抗羊水过少

情况时没有足够的信心，没有完全发挥护理的干预作用。基

于常规护理方式还存在许多的缺陷，本研究采用专项护理方

式，该护理方式注重从改善产妇的心理状态入手，重视心理

状态对最终分娩结局产生的作用，首先为产妇详细讲解羊水

过少相关知识，减少其因对自身状况不了解而产生不安；其

次注重在产程中对其进行耐心且仔细的引导，给予其顺利分

娩的信心；最后，饮食方面的护理为减轻羊水过少情况产生

不利影响奠定了基础。本次研究应用专项护理的研究组接受

护理后，产妇的焦虑情况相比对照组有明显的好转，提升了

顺利分娩的信心。另外，研究组并发症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

的发生率，表明专项护理有效减少了并发症情况的发生。同

时，对两组产妇对此次护理的满意度进行收集后发现对照组

明显低于研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应用专项护理于足月妊娠羊水过少产妇有效

改善了其心理状态，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同时提高了护

理的效率和产妇对护理的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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