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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盆底肌治疗结合护理干预对盆底肌功能障碍的改善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收治的 80 例产后盆底肌功能障

碍患者作为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及试验组，其中对照组 40 例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试验组 40 例患者采用盆底肌治疗联合护理干预，对两组患

者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对两组患者的盆底肌恢复情况进行对比发现，试验组患者的有效率为 7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7.5%，两组对比，

差异显著（P<0.05）；对两组患者的尿失禁、脏器脱垂以及性生活满意度对比发现，试验组的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 对

盆底肌功能障碍患者采用治疗结合护理干预的方式，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盆底肌恢复效果，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预后，值得在临床中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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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盆底肌功能障碍主要是由于盆地组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其中包含组织受损以及细胞衰老等，其会导致女性的盆地组织
结构受到改变，最终发生器官功能障碍的情况。其在临床上会表现
出性功能障碍、尿失禁以及盆腔疼痛等。该病不会对患者的生命安
全造成危胁，导致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盆底
肌对于子宫、盆腔以及膀胱等器官有着直接的影响，其起到维持正
常的盆腔结构以及排尿控制等。现如今，对于该病的治疗主要采用
的是盆底肌康复训练的方式，借助护理干预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提高
患者的预后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随机选取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收治的 80 例产后盆底肌

功能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及试验组，其中对照
组 40 例患者中年龄在 26 岁至 40 岁，平均年龄为（32.51±5.33）
岁，平均总产程时间为（15.81±2.09）h，试验组 40 例患者中年龄
在 27 岁至 40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2.55±5.29）岁，平均总产程
时间为（15.79±2.06）h，组间资料对比，差异不明显（P>0.05）。 

纳入标准：①临床病史资料完整。②对本文研究知情且同意，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存在有精神认知障碍。②治疗依从性较差。③合
并有重要脏器病变患者。④中途退出本文研究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其中主要包含病房护理、饮食护

理等内容。 
试验组：开展盆地康复训练结合护理干预。其具体方法如下：

①产后护理：患者在分娩后的 24h，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开展腹式
呼吸训练。②在患者的 42d 之后对患者开展盆底肌康复训练。患者
在护理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盆底肌训练，逐渐进行自主、下意识地肌
群训练，护理人员需要提供全程的指导，让患者能够进行正确的训
练，理解到训练的要领。③护理干预，在产后为患者进行护理干预，
护理人员需要告知患者各项注意事项，让患者懂得盆底肌训练的重
要性，对患者出现的疑问，及时的予以解答。与此同时，为患者开
展心理护理，提高和患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叮嘱患者的亲属能够
多多陪伴患者，让患者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减少患者的不良情
绪，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盆底肌改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对比两组患者的尿

失禁、脏器脱垂发生率以及性生活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计量资料分别

采用[例(%)]、( sx ± )表示，分别行χ2、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盆底肌恢复情况对比 
对两组患者的盆底肌恢复情况进行对比发现，试验组患者的有

效率为 7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7.5%，两组对比，差异显著
（P<0.05）。 

表 1 两组患者盆底肌恢复情况对比 

组别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有效率 
对照组
（40） 

10 11 10 5 4 19（47.5） 

试验组
（40） 

6 7 12 10 6 28（70） 

χ2      4.177 
P      0.040 

2.2 两组尿失禁、脏器脱垂及性生活满意度对比 
对两组患者的尿失禁、脏器脱垂以及性生活满意度对比发现，

试验组的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表 2 两组尿失禁、脏器脱垂及性生活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尿失禁 脏器脱垂 
性生活满

意度 
对照组 40 12 8 15 
试验组 40 2 1 25 

χ2  8.658 6.134 5.000 
P  0.000 0.000 0.025 

3 讨论 
导致盆底肌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和怀孕以及分娩有关，患者在

妊娠期间，胎儿会不断的发育增大，激素也会随之出现变化，必然
会对患者的盆底功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患者在分娩的过程中，
受到子宫变大的影响，会导致盆底肌承受较大的压力，同时分娩中
的肛提肌的撕裂也会导致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盆底损伤，导致正常
的盆底肌功能受到影响，出现盆底肌障碍的情况，其会导致患者在
咳嗽或者大笑时出现尿失禁的情况，同时也会让患者出现食欲下降
以及性欲减退的情况，影响到患者的正常生活。所以，产后的护理
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所采用的盆底肌康复训练联合护理干预的
方式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根据本文研究显示：对两组患
者的盆底肌恢复情况进行对比发现，试验组患者的有效率为 70%，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7.5%，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对两
组患者的尿失禁、脏器脱垂以及性生活满意度对比发现，试验组的
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综上所述，对盆底肌功能障碍患者采用治疗结合护理干预的方
式，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盆底肌恢复效果，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
提高患者的预后，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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