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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痛分娩技术在产科临床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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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和分析在产科临床中采用无痛分娩技术所展现的应用效果。方法：将 150 例在我院收治的产妇按照不同的分娩技术分为 75 例对照

组进行自然分娩技术和 75 例观察组进行无痛分娩技术。观察两组产妇在分娩后的疼痛程度和分娩时长。结果：通过两组数据的观察，分娩后观察组

产妇的疼痛程度要远远低于对照组，分娩时长也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对产科临床的产妇采用无痛分娩技术

能够减轻产妇的生产疼痛感，缩短分娩时长，对改善产妇的预后发挥着积极作用，值得大范围推广，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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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女性在妊娠分娩过程中，都有因过分疼痛而难产甚至死

亡的例子，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这个问题不断受到重视，传统的镇痛

针、麻药等在术后会对母体带来更严重的影响。无痛分娩技术的研发可

以很好地弥补这个不足，通过技术手段，让产妇无论是在生产各个阶段

都可以减轻诸多痛苦【1】。本次研究通过择取 150 例产妇为研究对象，

探讨对其采用无痛分娩技术所展现的应用效果，具体内容报告如下。 

一、 资料与方法 

1、 基本资料 

在本院中选取从 2017 年 7 月到 2019 年 7 月两年间收治的产妇 150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抽签的方式将其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

分别为 75 例。本次研究选择的产妇都同意并且了解本实验，院方批准

实施。观察组产妇年龄为 23-38 岁，平均年龄为（27.05±2.68）岁，平

均孕周为（41.88±0.21）周。对照组产妇年龄为 22-39 岁，平均年龄为

（28.11±2.35）岁，平均孕周为（40.65±0.28）周。所参与研究的产妇

或家属有能力完成调查回复。对比两组产妇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故本次研究可行。 

2、 方法 

对对照组产妇进行自然分娩方法，其内容是医生护士在产妇身边进

行适当语言指导，包括需要用力的时间、把握住呼吸节奏、鼓励信任式、

加强产妇心理建设等方法，促使其自然生产【2】。 

对观察组进行无痛分娩技术，其内容包括：医护人员要时时注意产

妇宫口的扩张情况，约 2-3 厘米时，对产妇进行麻醉，穿刺放管在产妇

的腰部，先推进置放浓度为 1.5%的、3 毫升的卡利多因，如果产妇没有

排斥反应，则将 10 毫升的罗哌卡因、50 微克的舒芬太尼和 0.9%浓度、

100 毫升的氯化钠混合液一起再放置管中【3】。同时还要抽取 8-10 毫升

的一定比例的混合液，放置于负荷量硬膜外导管里，然后用能够精确控

制注射速度的电动发动机进行注射药物，每一小时 8-10 毫升左右。在

产妇宫口完全张开后停止药物注射，同时进行无痛分娩技术，实时记录

观察产妇的血压、胎心等生命特征，注意产妇生产疼痛程度，保证产妇

的顺利生产和其生产的满意程度【4】。 

3、 评价指标 

在生产结束后，邀请产妇以及家属参与调查，对产妇的生产疼痛程

度和分娩时长进行问答。在产妇生产疼痛程度中，分为不疼痛、一般疼

痛、有疼痛感但在接受范围内和强烈疼痛、无法接受。如果产妇在前三

种疼痛程度中人数较多，表明她的疼痛程度越低。 

4、 统计学分析 

计数(n%)代表率，X2 检验；计量（x±s），t 检验。文中所生成的数

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处理，P＜0.05 显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二、 结果 

生产疼痛程度 

分娩后观察组产妇的疼痛程度要远远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有可比性。 

表 1 两组产妇生产疼痛程度评分【n（%），n=75】 

组别 n 
无疼

痛 

一般疼

痛 

有疼痛感但在接

受范围内 

强烈疼痛、无法

接受 
疼痛程度 

观察

组 
75 6 39 26 4 

（4/75）

100% 

对照 75 0 16 35 24 （24/75）

组 100% 

X2 值 - - - - - 9.3715 

P 值 - - - - - P<0.05 

分娩时长 

分娩后产妇分娩时长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有可比性。 

表 2 两组产妇分娩时长观察【x±s，n=75】 

组别 n 分娩时长（h） 

观察组 75 5.36±0.38 

对照组 75 9.96±0.55 

T 值 - 27.6516 

P 值 - P<0.05 

三、 讨论 

妊娠分娩是每个女性一生中必要的生理过程，传统的自然分娩会带

给产妇强烈的疼痛感，消耗产妇的精神力量和体力，增加不必要的分娩

时长，影响产妇的顺利生产，甚至危险时可消耗掉产妇的生命【5】。产

妇为减轻自然分娩带来的疼痛会选择后剖腹产这一大型手术，但这一手

段往往会带有大量的并发症，影响产妇的身体健康。生产过程中的各种

疼痛会给产妇造成从心理上对生产的恐惧、焦虑、抑郁、暴躁和紧张等

情绪，而进一步影响产妇生产【6】。面对这种情况，无痛分娩技术选择

从根本上入手，通过药物注射解决产妇的生产疼痛，降低产妇的疼痛感，

稳住产妇的情绪和精气神，让其专注于生产本身，从而减少分娩时长，

保障产妇生产的安全性和舒适性，确保产妇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具有

显著的临床应用效果。 

综上所述，对产妇采用无痛分娩技术能够减轻产妇的生产疼痛，缩

短分娩时长，对改善其预后发挥积极作用，值得大范围推广，建议提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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