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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底康复训练结合护理干预在产后盆底肌功能恢复中的应
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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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盆底康复训练结合护理干预的方式能够对产后盆底肌功能恢复形成的影响进行研究。方法：将在 2019 年 5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前往我院治疗的妇产科产妇作为研究对象，数量统计结果为 21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可以将这些产妇分成两个小组，分别命名为
对照组、研究组，每组产妇均为 105 人。对对照组人员使用常规护理，对研究组人员使用盆底康复训练结合护理干预，对比两组人员的盆
底肌肉张力、不良事件发生率、性生活满意度等三项指标。 结果：研究组盆底肌肉张力较好、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性生活满意度较高，
且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均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小于 0.05）。结论：在临床治疗康复阶段采用盆底康复训练结合护理干预的方式，
可以有效提升产妇产后盆底肌功能恢复效果，因此该方式应得到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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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底肌肉是女性体内承托盆腔器官的主要组织，不光能够确保

盆腔处于安全稳定状态，也有助于完成排尿、缩阴等功效。临床研
究发现，产妇在产后阶段出现盆底功能障碍的概率较高，究其原因
是由于盆底支持结构出现损伤，在临床中主要表现形式为尿失禁、
子宫脱垂等，对产妇正常生活造成消极影响。产妇在产后阶段开展
行盆底肌功能锻炼，能够有助于提高盆底肌张力，从而改善盆底肌
功能。本次研究将在 2019 年 5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前往我院治
疗的 210 例妇产科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对盆底康复训练结合护理干
预能够对产后盆底肌功能恢复形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
下： 
１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将在 2019 年 5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前往我院治疗

的妇产科产妇作为研究对象，数量统计结果为 210 例，全部产妇均
具属于单胎分娩、足月分娩，且在产后阶段出现较为显著的盆底功
能障碍，且均自愿参加此次研究。本次研究排除标准如下：盆腔手
术史、其他器官功能障碍、精神病史、正常认知障碍等。参与本次
研究的产妇年龄范围为 23 周岁至 39 周岁，平均年龄为（30.31±
3.12）周岁；孕期时间为 37 周至 42 周，平均孕期时间为（39.03±
1.24）周；体质量最低为 53 公斤，最高为 78 公斤，平均数值为（65.28
±3.32）公斤。其中顺产产妇 142 例，剖腹产产妇 68 例；从受教育
程度来看，学历为大专以上的产妇共 58 例，学历为高中及中专的
产妇共 67 例，学历为初中的产妇共 45 例，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产
妇共 4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可以将这些产妇分成两个小组，分
别命名为对照组、研究组，每组产妇均为 105 人。通过对比可以发
现，两组产妇基础信息并不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因此
满足研究比较条件。 

1.2 方法 
对对照组人员使用常规护理，主要内容包括疾病知识讲述、引

导形成良好作息习惯和饮食习惯、保持常规康复。对研究组人员使
用盆底康复训练结合护理干预，主要内容包括下述几项：①盆底康
复训练：专业护理岗位人员引导产妇有节奏、有意识的开展耻骨－
尾骨肌群训练，如收缩、正常放松等，要求产妇以平卧方式保持体
位，双腿微微分开，在头部下方垫上软枕头，以更好模拟排尿动作，
使得产妇可以有效实现盆底肌肉收缩，且在收缩之后逐渐放松，从
而确保产妇可以较为数量的理解和掌握盆底肌训练内容，对自主训
练效果相对较差的产妇，也可采取生物电刺激的方式进行辅助，即
通过肌电探头放置于阴道的方法，在屏幕中了解盆底肌肉实际收缩
效果，并以此为基础对患者作出针对性指导，帮助患者更好控制训
练强度、持续时间等。②护理干预：结合产妇实际理解水平，以相
对通俗、简洁的语言讲述分娩会对盆底造成的损伤以及盆底康复训
练的意义，并向产妇告知盆底康复训练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告知产
妇在产后一个月期间禁止盆浴和参与体力劳动，两个月内禁止性生
活或久坐。医护人员在护理干预过程中及时与产妇保持交流，及时
了解产妇心态变化，有效缓解产妇不良情绪，通过心理疏导等方式
帮助患者摆脱焦虑感，确保产妇可以在良好情绪下参与盆底康复训
练。 

1.3 观察指标 
两个月之后进行复诊，按照肌肉张力程度对对照组、研究组产

妇对应的盆底肌肉张力作出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分为 1 至 5 级，其
中张力恢复越出色，则级别越高。对对照组、研究组产妇出现不良
事件的概率以及性生活满意度加以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以 SPSS19. 0 软件进行数据检验，计数资料采取卡房

检验，计量资料采取 t 检验。若 P＜0.05，则表明存在显著统计学
差异。 
2 结果 

通过数据统计对比发现，研究组产妇盆底肌肉张力评价结果为
3 级及 3 及以上的比重较高，且两组对比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0.05）。同时，通过数据统计对比发现，研究组产妇出现尿失禁、
子宫脱垂等不良事件的概率较低，同时性生活满意度较高，且数据
对比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3 讨论 

研究表明，若女性盆底肌张力产生明显下滑，会造成尿失禁、
子宫脱垂等情况，这表明在产后阶段实施盆底肌康复训练具有重要
意义。盆底肌康复具体是指专业医护人员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产
妇作出与盆底肌功能改善相关的指导，同时采用护理干预，向产妇
讲解盆底肌盆底康复训练的内容和意义，指导产妇在产后恢复阶段
的注意事项，能够有助于产妇形成科学的生活习惯，进而为自身盆
地功能恢复带来积极影响。本次研究表明，相比对照组产妇，研究
组产妇盆底肌肉张力评价结果为 3 级及 3 及以上的比重较高，出现
尿失禁、子宫脱垂等不良事件的概率较低，同时性生活满意度较高，
且各项指标数据对比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这表明盆底
康复训练结合护理干预的方式能够有助于产妇有效实现产后盆底
肌功能恢复目标，因此该方式能够具备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应在
后阶段进行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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