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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在产后出血产妇护理中联用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的干预意义。方法：试验者是 2020.07 至 2022.03 在医院治疗的产后出血产妇共计
78 例，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组，一组设为对照组，组间数量为 39 例，采用常规护理，另一组设为观察组，病例数是 39 例，采用健康教育与心理护
理，比对组间护理效果差异。结果：观察组病患施护后焦虑及抑郁评分比对照组病患低，观察组病患健康知识掌握度评分比对照组病患高，P＜0.05。
结论：以健康教育联合心理护理进行干预，可对产妇不良心理进行有效疏导，同时还能增强其认知度，适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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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妇科疾病中，产后出血是属于常见产后并发症，一旦产

妇发生产后出血症状，需及时得到有效治疗干预，否则会导致产妇
在短时间内发生大量失血现象，病情严重者还会造成产妇出现休
克、死亡等，故而及时予以积极提供高效治疗及护理，对降低产妇
产后出血量及改善妊娠结局起着积极意义[1-2]。本研究目的是分析以
健康宣教及心理护理对产妇施护的意义，现做如下汇总： 

1.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病例对象是 78 例存在产后出血症状的产妇，分组方式为随机

数字表法，对照组：最高年龄 38 岁，最低年龄 22 岁，均龄 30.72
±5.14 岁；观察组：年龄及均龄 20 岁至 37 岁，均龄 28.54±4.87
岁。对组间基础资料展开分析后发现，P＞0.05，证实试验可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基础性护理，密切监测产妇胎心、宫缩、血压

及脉搏情况；查看会阴伤口、恶露量、颜色与气味变化等，强化会
阴部护理工作；确保病房处于通风状态，做好口腔、皮肤等护理干
预；观察组在以上护理内容基础上联用健康宣教与心理护理，措施
为：（1）心理方面护理：协助产妇展开各项检查，结合其年龄、性
格特征、行为特点与心理状态展开产前评估；经分析导致产妇产生
不良心理及消极态度的原因，主要与对分娩过程缺乏了解，且担忧
疼痛等因素有关，对于存在严重不良情绪者，需积极展开心理疏导，
主动与产妇进行沟通及交流，明确其心理问题及时进行解决，给予

产妇鼓励与关心，帮助其构建正常分娩信心，以此来消除其内心不
良情绪，确保生产得以顺利开展；（2）健康宣教护理：向产妇普及
分娩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对于生产过程的了解，告知产妇分
娩属于自然生理现象，而疼痛则是正常生理表现，一旦产生不良心
理，会加重自身疼痛感，以此来帮助产妇尽量稳定自身情绪，进而
积极面对分娩；指导产妇学会正确深呼吸方法，可帮助其缓解分娩
期间所出现的疼痛感，进一步增强产妇健康意识；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情绪变化，对比指标：a.焦虑情绪，选以焦虑自评量表，

临界值 50 分；g.抑郁情绪，选以抑郁自评量表，临界值 53 分，分
值越高则反映出不良心理越严重。 

（2）健康知识掌握度，以问卷调查方式评价，内容包括妊娠
知识、产后护理等内容，总分 100 分，掌握度随得分增加反映掌握
度越高。 

1.4 数据处理 
本试验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展开分析，计数资料以%百

分数进行表示，检验以卡方值（x2）；计量资料以（ sx ± ）进行表
示，检验以 t 值，若组间和（或）组内数据结果显示为 P＜0.05，
则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表 1 中数据所示，观察组各项护理指标评分优于对照组，P＜

0.05。 
表 1 对比组间护理质量（ sx ± ，分） 

焦虑情绪 焦虑情绪 健康知识掌握度 组别 例
数 施护前 施护后 施护前 施护后 施护前 施护后 

对照组 39 57.21±4.92 45.47±4.06 62.34±4.25 46.29±5.03 65.70±4.42 78.75±5.04 
观察组 39 57.03±5.13 37.65±3.48 62.55±4.47 37.81±4.18 64.62±4.50 85.18±6.23 

t 值 - 0.158 9.133 0.213 8.097 1.069 5.011 
P 值 - 0.875 0.000 0.832 0.000 0.288 0.000 

3 讨论 
产后出血作为产后常见并发症，对于产妇危害性较大，导致产

妇产后出血因素较多，尤其是对于初产妇而言，其缺乏分娩经验、
对于产生环境较为陌生，再加上担忧胆儿及害怕疼痛等，都易导致
其产生不良情绪，会加快儿茶酚胺生成与分泌，进而引发产妇出现
宫缩乏力，最终导致其产后出血量增加的同时，还会延长产妇产程
[3]。心理护理属于临床常见护理方法，将人性化护理作为服务中心，
重视患者心理健康，通过在日常护理工作中融入心理学，可为患者
提供全面、针对性心理疏导，结合其自身情况合理调整护理计划，
可帮助患者树立其治疗信心；健康教育是结合病患对于疾病知识的
认知度而展开护理干预，经过护患间沟通与细致性讲解疾病知识，
能够帮助病患全面掌握自身病情与疾病相关信息，利于其树立正确
的治疗意识，同时还能积极配合治护工作的开展，以此来确保施护
效果[4-5]。在本次研究当中，经比对常规护理及强化健康宣教及心理
护理在产后出血产妇中的护理效果差异，发现与对照组相比，观察
组不良情绪评分较低，且健康知识知晓度评分较高，通过评估产妇
心理状况，及时展开有效疏导，可消除其不良情绪，进一步增强其

依从性的同时，还能构建良好护患关系；通过强化疾病知识宣教，
可增强产妇及家属对于疾病知识的了解，利于提升临床护理质量与
预后质量。 

综上所述，将健康宣教与心理护理应用在产后出血产妇中，所
得到的干预效果较为理想，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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