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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护理对高龄产妇睡眠状况及产后出血量的影响分析 
房霞 

(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31） 

摘要：目的：研究精细化护理对高龄产妇睡眠状况及产后出血量的影响。方法：选取 2022 年 9 月～2023 年 9 月到本院收治的 80 例高龄产

妇患者并分为两组，参考组采用常规护理，实验组采用精细化护理，比较两组的睡眠状况与产后出血量。结果：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的睡

眠状况更好。实验组患者的产后出血量更少（p＜0.05）。结论：对高龄产妇采用精细化护理能够有效提高睡眠质量，减少产后出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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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龄产妇，由于年龄增长带来的生理变化以及可能存

在的潜在疾病，使得分娩的风险相对较高[1]。这些风险不仅影响

了产妇的身体健康，还会对新生儿的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睡

眠障碍和产后出血是两个较为常见的健康问题，睡眠质量直接

影响到母亲的身心健康，而产后出血则是威胁生命安全的重要

因素[2]。鉴于此，为高龄产妇提供精细化的护理措施尤为重要。

精细化护理是指根据每位产妇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

划，从生理到心理、从医疗到情感提供全方位关怀，为高龄产

妇提供更安全、更高质量的产后护理体验[3]。基于此，本文将研

究精细化护理对高龄产妇睡眠状况及产后出血量的影响，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2 年 9 月～2023 年 9 月到本院收治的 80 例高龄产

妇为调研目标，依据奇偶法分为实验组（40 例）与参考组（40

例）。实验组：年龄在 35-40 岁，平均值在（38.25±1.64）岁；

参考组：年龄在 36-40 岁，平均值在（38.26±1.42）岁。两组

患者的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纳入标准：（1）知情

同意；（2）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患有严重精神类疾

病；（2）合并严重感染性疾病。 

1.2 方法 

参考组采用常规护理，给予常规口头健康教育，定期检测

产妇的生命体征，指导尽早下床活动。 

实验组在此基础上采用精细化护理，（1）心理护理：开展

专业的心理评估，对产妇的心理状况进行全面评估。此评估不

仅在产后早期进行，并随着产妇恢复过程持续跟进，以便及时

发现并应对任何新出现或变化的心理问题。采取个性化的心理

干预措施。例如，为表现出焦虑或抑郁迹象的产妇提供心理咨

询服务，通过专业心理咨询师的支持帮助调整情绪，缓解心理

压力。对于感到孤独或不安的产妇，建立支持性的沟通环境，

鼓励表达感受，并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和安慰。组织参与以产

妇为中心的小组活动，如产后恢复小组或育儿交流小组，旨在

通过群体支持减轻孤独感，增强社交互动，帮助产妇建立起正

面的心态和自我效能感。（2）环境护理：确保病房温度适宜，

通风良好，同时控制噪音水平，为产妇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

休息环境。根据产妇的需要调整病房的光照强度，白天保持自

然光照足够，夜晚使用柔和灯光，以协助调节产妇的生物钟，

促进更好的睡眠模式。提供适宜的床垫和枕头，以支持身体的

正确姿势，减少产后疼痛。根据需要，提供额外的枕头或垫子

以支撑不同部位，特别是在进行母乳喂养时。确保病房内有便

利的洗浴设施，易于使用的护理用品（如卫生巾、乳垫等），以

及其他个人护理用品，减少产妇活动的不便。尊重产妇的隐私，

使用帘幕或隔断等，保证在进行个人护理或家庭互动时的私密

空间。（3）疼痛护理：定期评估产妇的疼痛程度，确保疼痛管

理的个体化和准确性。根据评估结果和产妇的特定需求，遵循

医嘱合理使用镇痛剂等止痛药物，同时监测药物使用的效果和

任何潜在副作用。提供如热敷、冷敷、放松训练、呼吸练习等

非药物疼痛缓解方法，减轻肌肉紧张和疼痛，提高产妇的舒适

度。指导产妇正确的身体活动和姿势，以减少由不当动作引起

的疼痛。比如，正确的起床、坐姿和抱婴儿的姿势。（4）产后

出血护理：定时监测产妇的出血情况，包括出血量、出血速率

和血块的大小。密切监测产妇的血压、脉搏和呼吸频率等生命

体征，以及任何可能指示出血加重的迹象，如头晕、乏力等症

状。在必要时，遵循医嘱使用药物（如催产素）促进宫缩，帮

助子宫收缩，减少出血。定期进行子宫底按摩，以确保子宫良

好的收缩状态，有助于减少出血。针对存在高风险因素的高龄

产妇，如既往有产后出血史或其他并发症，制定特别的监测和

干预计划。为产妇提供富含铁和蛋白质的营养饮食，必要时进

行血液成分（如红细胞）的补充。指导产妇识别产后出血的早

期迹象，并指导如何及时报告相关症状。 

1.3 观察指标 

（1）睡眠状况：采用 PSQI 量表评估睡眠状况，分数越低

睡眠状况越好[4]。 

（2）产后出血量：分别记录产后 2h 与 24h 出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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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 24.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

( sx ± )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表示，行 x2 检验，

当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睡眠状况 

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的睡眠状况更好（p＜0.05）。见表 1。 

表 1 睡眠状况（ sx ± ；分） 

睡眠时间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n=40） 2.49±0.72 1.43±0.29 2.54±0.53 1.50±0.27 2.57±0.67 1.31±0.29 

参考组（n=40） 2.46±0.76 1.98±0.26 2.57±0.59 1.93±0.49 2.51±0.69 1.87±0.54 

t 0.181 8.931 0.239 4.861 0.395 5.778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2 产后出血量 

实验组患者的产后出血量更少（p＜0.05）。见表 2。 

表 2 产后出血量（`x±s；ml） 

组别 产后 2h 产后 24h 

实验组（n=40） 86.34±23.18 146.29±30.68 

参考组（n=40） 153.29±30.29 257.19±27.54 

t 11.101 17.013 

p ＜0.05 ＜0.05 

3 讨论 

高龄产妇是指年龄在 35 岁或以上的孕产妇[5]。随着社会发

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高龄孕产妇的比例逐年上升。由于生理

和内分泌变化，高龄产妇比年轻产妇更易出现妊娠并发症，如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糖尿病，以及分娩过程中的并发症，如难

产、产后出血等[6]。此外，心理应激、焦虑和睡眠障碍在高龄产

妇中也更为常见，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产妇的健康，也可能对胎

儿产生不利影响[7]。而有效护理不仅能够降低妊娠并发症的风

险，还能够提高产妇的整体生活质量。适当的护理措施可以帮

助高龄产妇更好地应对身体变化，减轻产后疼痛，预防产后出

血等并发症。 

本次研究表明：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的睡眠状况更好。实

验组患者的产后出血量更少（p＜0.05）。分析原因为精细化护

理通过控制病房的光照和噪音水平，以及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

度，创造了有利于睡眠的环境。这种环境调整有助于调整产妇

的生物钟，减少外界刺激，从而提高睡眠质量。通过提供心理

咨询和情绪管理技巧，能有效减轻产妇的焦虑和压力，这些心

理因素的改善对睡眠质量的提升至关重要。通过定期监测产妇

的出血情况和宫缩状态，可以及时识别出血风险，从而采取相

应的干预措施，如使用催产素促进宫缩或进行子宫按摩，有效

预防和控制产后出血。根据产妇的具体情况和体质，调整药物

治疗方案，如适量使用止血药物，可以更加精准地满足个体需

求，减少出血风险。提供合理的营养建议，帮助产妇补充必要

的营养素，特别是铁和蛋白质，这对于促进血液的再生和提高

血液的凝固能力有重要作用，从而间接减少产后出血的可能。 

综上所述，对高龄产妇采用精细化护理能够有效提高睡眠

状况，减少产后出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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