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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初产妇产后心理状况及盆底康复护理依从性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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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卫生学校 新疆省 石河子市  832000) 
 

摘要：目的 观察初产妇实施护理干预后，对心理状况和盆底康复护理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随机将 60 例初产妇分成两组，对照组、研究组
各 30 例，对比两组产妇的产后心理情况和盆底康复护理依从性。结果 护理后，对比两组患者的完全依从率和不依从率，研究组明显优于
对照组（P< 0.05）；护理后，比较两组患者的 SDS 和 SAS 分数，研究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护理后，对比两组阴道静息压力、盆
底肌力分数，研究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两组盆底疼痛分数，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 0.05）。结论 将综合护理用于
初产妇，能够明显改善产妇产后心理状态，提高盆底康复护理依从性，加快盆底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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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底功能障碍会导致产妇尿失禁、性功能异常，还会导致产妇

出现负面情绪，不能配合治疗和护理。为了改善产妇的生活质量，
需要提高产妇产后盆底康复锻炼的依从性，改善产妇的心理状态。
本次研究，将综合护理用于初产妇产后盆底康复训练，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8 年 2 月-2019 年 3 月收治的 60 例初产妇进行研

究，随机分成两组，研究组、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12 例剖宫
产，18 例顺产，初中以下 10 例，高中和大专 12 例，本科以上 8
例，孕周时间 36.5-40.2 周，平均（38.6±1.2）周，年龄范围 20-34
岁，平均（28.3±1.1）岁；研究组，11 例剖宫产，19 例顺产，初
中以下 9 例，高中和大专 11 例，本科以上 10 例，孕周时间 36.5-40.3
周，平均（38.7±1.1）周，年龄范围 20-35 岁，平均（28.7±1.2）
岁。对比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没有显著差异（P> 0.05）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包括引导产妇开展运动，健康饮食，

进行母乳喂养等，还要按摩子宫，对产妇恶露情况进行观察，引导
正确服药。将综合护理用于研究组，具体措施为： 

(1)心理护理干预。①获得产妇家庭成员的配合：护理人员要讲
解产妇心理特点，让她们了解积极心理干预的重要程度，家庭的理
解和支持对于产后产妇的心理调整是必要的，引入情绪干预的方
法。②网络平台支持：医院可建立孕产妇康复微信交流群，定期向
群内分享母乳喂养、孕产妇心理调整、产后康复等视频、文章和资
料，及时解答疑难问题。 

(2)健康教育。护士要向产妇及家属明确说明盆底肌的作用，使
其掌握相关知识，明确产后盆底肌康复锻炼对产后注意事项的重要
性，如预防感染、产褥期疾病等。产后 3 个月内禁止体力劳动、洗
澡、做爱等，也不要长时间蹲着，增加腹压，避免骨盆损伤。 

(3)盆底肌康复锻炼。盆底肌康复训练。产妇出院前需指导产妇
学习盆底康复锻炼。①手臂运动：产妇平躺在床上，指导手臂肌肉
缓慢收缩，然后放松。 ②扭臀动作：手臂向外旋转，手臂尽量向
上抬起，扭动臀部，保持 10s。  

1.3 评价标准 
使用护理依从性调查问卷评价两组产妇的依从性。完全依从：

完全听从医护人员安排进行锻炼；部分依从：偶尔听从医护人员的
安排进行锻炼；不依从：没有听从医护人员进行锻炼。 

使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产妇
护理前后的心理状态。 SDS 共 20 项：轻度：53～62 分，中度：63～
72 分，重度：≥73 分； SAS 共 20 项：轻度：50-59 分，中度：60-69
分，重度：评分≥70 分。 护理前、护理后采用球囊法测定产妇阴
道最大收缩压，收缩压水越高说明恢复越好；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法（VAS）评估产妇盆底疼痛程度，评分范围为 0～10 分，评分越
高，疼痛程度越高。盆底肌力和阴道静息压力：引导产妇正常收缩
阴道。盆底疼痛通过手测量确定，评分为 0-5 分（无痛-严重）。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的盆底肌康复护理依从性 

护理后，研究组、对照组的部分依从率分别为 6.67%、13.33%，
没有显著差异（P＞0.05）；研究组、对照组的完全依从率分别为
90.00%、50.00%，研究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对
照组的不依从率分别为 3.33%、36.67%，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 

2.2 对比两组的 SDS、SAS 分数 
护理后，对比两组的 SDS、SAS 分数，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的 SDS、SAS 分数（ sx ± ，分） 

SDS SAS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59.68±
1.35 

31.02±
1.24 

61.02±
1.24 

34.68±
1.65 

对照组 59.64±
1.34 

42.35±
1.25 

61.08±
1.23 

43.25±
2.34 

P  0.026  0.034 
2.3 对比两组盆底功能 
护理后，对比两组阴道静息压力、盆底肌力分数，研究组明显

高于对照组；比较两组的盆底疼痛分数，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 

3 讨论 
由于分娩疼痛，产后恢复时间较长，产妇身体会出现一定的变

化，如盆底肌功能障碍，此外对怀孕、分娩、产妇的认识不足可能
是由于经验不足，产后恢复阶段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严重影
响其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本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 SDS 评分和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盆底康复护理依从性高于对照组，盆底功能
优于对照组，本研究结果与以往报道一致，表明综合护理干预确实
比传统护理更有优势。原因是研究组在综合护理干预中，重视与产
妇及产妇家属的沟通，争取更多家庭对产妇的支持，满足其情感需
求，并构建了网络平台。产妇可以通过平台与其他产妇交流自己的
内心状态和经历。 

综上所述，对初产妇进行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改善其产后心理状
态，提高盆底康复护理依从性，加快盆底肌肉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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