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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在产后盆底康复护理中加强健康教育的应用价值，分析干预效果并观察患者的预后及满意度。方法：选取 2021 年 4 月到 2022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 80 例产妇，随机编号后均分 2 组，对照组（n=40）为其提供常规护理，研究组（n=40）为其提供盆底康复护理中并加强健康教育，

分析治疗依从性与护理满意度。结果：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治疗依从性更高，P＜0.05；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更高，P＜0.05。结论：在产后盆底康复护

理中加强健康教育可提高治疗依从性与护理满意度，促进病情康复，建议推广并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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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对产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生理过程，然而在分娩过程中受

诸多因素的影响容易导致盆底功能障碍进而增加产后压力性尿失
禁、尿潴留以及产后性功能障碍等并发症，不利于产后恢复，为了
改善这种现状会对产妇开展盆底康复锻炼，在康复锻炼期间加强健
康教育可提高产妇的健康认知以及治疗依从性[1]。本次研究主要探
讨在产后盆底康复护理中加强健康教育的应用价值，并作如下汇
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4 月到 2022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 80 例产妇，随机

编号后均分 2 组，对照组纳入 40 例，年龄及均值 21-35（28.02±
1.05）岁，孕周及均值 36-41（38.25±1.02）周；研究组纳入 40 例，
年龄及均值 22-34（28.12±1.11）岁，孕周及均值 37-40（38.38±
0.89）周，分析一般资料后得出 P＞0.05。纳入标准：（1）均足月分
娩且单胎；（2）经盆底肌力检测确诊为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3）
产妇知情且自愿，配合相关检查与诊疗；排除标准：（1）认知、精
神异常；（2）泌尿系感染、阴道流血。 

1.2 方法 
对照组：该组产妇产后为其提供常规护理，加强各项体征指标

的监测，为产妇进行子宫、乳房按摩，积极预防产后出血等并发症，
做好会阴部清洁护理，指导产妇母乳喂养。 

研究组：该组产妇产后为其提供盆底康复护理并加强健康教
育。 

（1）健康教育计划：产后根据产妇的具体情况为其制定针对
性的健康教育计划，通过健康教育手册、面对面沟通、视频等方式
为其讲解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的临床表现、可能引发的并发症等，告
知产妇盆底康复锻炼的重要性以及相关内容，提高产妇对盆底康复
锻炼的重视度，对盆底功能障碍产妇进行心理安抚，告知产妇积极
配合盆底康复锻炼可促进盆底功能的恢复，并举例相同病情且康复
较好的案例提高其信心，提高产妇的依从性。 

（2）盆底康复锻炼，在开展锻炼前护士告知盆底康复锻炼的
内容以及注意事项，让产妇按照护士的指令做动作，取去枕平卧位，
收缩阴道以及肛门肌肉，保持收缩状态 15-30s 后放松，重复相同
的动作，1 组重复 10 次，逐渐增加重复次数与强度，待产妇掌握训
练方法后可自行训练，在训练过程中要注意放松呼吸。 

1.3 观察指标 
（1）对比治疗依从性，由护理人员对患者治疗积极性、治疗

时间、治疗次数以及动作规范 4 个方面评价，完全依从：患者积极
参与训练，动作较为规范；部分依从：参与大多数训练，偶尔未参
加训练，部分动作不规范；不依从：经常不参与训练，动作不规范。 

（2）对比护理满意度，指导患者填写调查问卷，包括护理及
时性、服务态度、健康宣教等方面，总分 100 分，非常满意：＞85
分，比较满意：60-85 分，不满意：＜65 分。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3.0 对本组数据进行分析，以（%）表示本组数据

中出现的计数资料，以 x²值检验，得出 P＜0.05 说明本组数据符合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治疗依从性。 
研究组治疗依从性更高，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治疗依从性[n（%）] 

组别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对照组
（n=40） 

16（40.00） 14（35.00） 10（25.00） 30（75.00） 

研究组
（n=40） 

22（55.00） 15（37.50） 39（7.50） 37（92.50） 

x² 值 - - - 4.5006 
P 值 - - - 0.0338 

2.2 对比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更高，P＜0.05，见表 2。 
表 2 对比护理满意度[n（%）] 

组别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n=40） 

17（42.50） 15（37.50） 8（20.00） 32（80.00） 

研究组
（n=40） 

24（60.00） 14（35.00） 2（5.00） 38（95.00） 

x² 值    4.1143 
P 值    0.0425 

3 讨论 
盆底肌肉组织是维持盆地结构与功能的重要组织器官，受到妊

娠和分娩因素的影响若盆底支撑组织受损或是盆底松弛就会引发
盆底功能障碍[2]。若产妇发生盆底功能障碍不仅会增加尿潴留等并
发症的风险，还会延长产后恢复的进程，对产妇身心健康都会造成
不良影响。产后早期实施盆底康复锻炼可让产妇有意识的控制盆底
肌收缩与放松，有助于提升产后盆底肌功能，增加盆底肌肌力与耐
力并改善其泌尿功能，可降低泌尿系统感染的几率[3]。健康教育是
临床护理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在产后盆底康复锻炼期间加强健康教
育可提高产妇对盆底康复锻炼的认知度与依从性，产妇能够主动学
习并积极参与盆底康复锻炼，可改善盆底营养供应情况，让盆底肌
群的收缩恢复到产前状态，可促进盆底肌肉损伤的修复，尽早恢复
盆底功能[4]。 

综上所述，在产妇产后盆底康复护理中加强健康教育具有显著
的干预效果，可提高产妇参与盆底康复锻炼的依从性，促进盆底功
能的康复，产妇对护理工作认可度较高，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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