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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干预对阴道分娩产妇产后出血及心理状态的影响
唐美冬 1 丁望阳 2

(衡阳市妇幼保健院  421000) 

【摘  要】目的：探讨对阴道分娩产妇行预见性护理干预对于产后出血以及心理状态的临床影响。方法：选择于 2018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所收治的 104 例阴道分娩产妇，将其按照抽签法分为两组，分别是预见性组和常规组，各组 52 例。预见性组行预见性护理，常规组行常
规护理，比较两组产妇产后不同时点的出血量以及护理前后的心理状态。结果：预见性组接受护理后的产后 2h、12h 以及 24h 的出血量低
于常规组，P＜0.05。两组护理前的心理状态评分并无明显差异，P〉0.05。预见性组护理后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评分均低于常规组，P＜
0.05。结论：对阴道分娩产妇行预见性护理，减轻了产妇的心理压力，同时，减少了产妇的产后出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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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出血作为一种十分常见的产后并发症，产后出血指的是产
后 24h 的出血量超过 500ml，此时，产妇容易出现休克或者大出血
等一系列症状，甚至危害产妇的生命安全。部分产妇由于过于担心
产后出血的发生，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进
而增加了产后出血的发生几率[1-2]。目前，临床上对于产后出血并无
十分明确的诊断方法，需要结合产妇的临床反应和实际情况给予有
效的护理干预，缓解产妇的不良情绪，进而减少产后出血的发生[3-4]。
本次研究选择于 2018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所收治的 104 例阴道分
娩产妇，通过给予常规和预见性的护理干预，护理方法和效果见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于 2018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所收治的 104 例阴道分娩产
妇，将其按照抽签法分为两组，分别是预见性组和常规组，各组 52
例。其中，预见性组最大年龄 39 岁，最小年龄 22 岁，平均年龄（27.82
±3.74）岁；最大孕周 41 周，最小孕周 38 周，平均孕周（40.15±
0.58）周；常规组最大年龄 40 岁，最小年龄 22 岁，平均年龄（27.92
±4.08）岁；最大孕周 41 周，最小孕周 38 周，平均孕周（40.41±
0.84）周。两组产妇资料可以比较（P〉0.05）。 

纳入标准：①所有产妇均自愿接受研究；②所有产妇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排除伴有凝血功能障碍的产妇；②排除剖
宫产史以及胎盘残留的产妇。 
1.2 护理方法 

预见性组行预见性护理。首先，做好产前护理，调节产妇的心
理状态和饮食习惯，提供营养支持，对于营养不良的产妇给予饮食
护理；其次，产时护理。指导产妇正确的分娩体位，并且监测产妇
体征以及分娩反应，采取语言和动作等方式安慰产妇，指导产妇正
确用力以及呼吸，促进产妇的子宫收缩，有效避免损伤产妇软产道；
最后，做好产后护理。产后需要监测产妇的身体变化以及临床反应，
包括：产程、产力、膀胱充盈以及阴道出血等，同时，监测新生儿
的体征变化，积极鼓励母乳喂养。 

常规组行常规护理。监测产妇体征变化，做好产前检查以及产
后并发症的护理等。 
1.3 临床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产妇产后不同时点的出血量以及护理前后的心理状
态。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中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总结归纳并分析两组阴道分娩产妇所涉及的各项数据资料，其中，
表达成（

_

x ±s）形式的两组计量资料，则通过 t 对组间比较结局进
行检验；计算结果显示 P＜0.05 则说明数据差异显著至存在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产妇产后 2h、12h 以及 24h 的出血量 

预见性组接受护理后的产后 2h、12h 以及 24h 的出血量低于常
规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产妇产后 2h、12h 以及 24h 的出血量比对[（
_

x ±s）  
ml] 

分组 例数 产后 2h 产后 12h 产后 24h 
预见性组 52 86.15±18.74 107.32±16.74 142.52±21.52 

常规组 52 143.36±23.85 205.75±26.64 251.53±35.56 
T 值 - - 13.601 22.560 18.912 
P 值 - - 0.000 0.000 0.000 

2.2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的心理状态评分 
两组护理前的心理状态评分并无明显差异，P〉0.05。预见性组

护理后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评分均低于常规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前后的心理状态评分比对[（

_

x ±s）  分] 
焦虑情绪 抑郁情绪 分组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预见性组 52 53.05±4.14 32.42±3.05 53.25±4.63 33.02±3.05 

常规组 52 53.95±4.25 46.75±3.84 53.12±4.34 45.45±3.62 
T 值 - - 1.094 21.072 0.148 18.936 
P 值 - - 0.277 0.000 0.883 0.000 

3 讨论 
近年来，伴随我国高龄产妇的数量逐渐增加，产妇发生产后出

血的几率随之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产后出血一旦发生，将会增加
子宫切除的几率，延长了产妇的住院时间，对于出血量大的产妇，
甚至会危害产妇的生命安全。有关研究结果显示，产后出血导致产
妇死亡的几率可达 50%，因此，临床上需要采取有效的方法减少产
后出血量、改善产妇的不良情绪十分重要[5]。常规的护理模式已经
难以满足产妇日益增长的护理需求，预防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临
床上需要结合产妇的实际情况给予预见性的护理干预。目前，临床
上通过采取预见性的护理干预，其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符合
了护理工作的集束化理念，通过缓解产妇的不良情绪，不仅能够减
轻产妇的心理压力，同时，加强对于产妇以及胎儿的体征监护，结
合产妇的实际情况给予针对性的护理，正确指导产妇用力的方法，
更加利于分娩的顺利进行[6]。在分娩后给予针对性的运动和饮食指
导，能够促进产妇的产后康复，同时，监测产妇产后并发症的发生
情况，对于存在出血征兆的产妇，则需要及时给予针对性的护理，
更加有效预防产后出血的发生。本次研究结果充分显示：预见性组
接受护理后的产后 2h、12h 以及 24h 的出血量低于常规组，预见性
组护理后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评分均低于常规组，P＜0.05。由此
可见，临床上通过行预见性的护理干预，有效缓解了产妇的不良情
绪，减少了产妇的焦虑和担忧，同时，严格落实“以人为本”的原
则，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突出了产妇的主动性，有效预防产后出
血的发生。 
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采取预见性的护理干预，对于改善产妇的不良
情绪效果显著，同时，有效预防了阴道分娩产妇产后出血的发生，
护理效果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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