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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及孕前健康教育在优生优育中的价值。方法：选择 2021 年 1 月-12 月我院具有妊娠计划的 50 对夫妻作为研

究对象，依据随机抽签法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 25 对。对照组予以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开展孕前健

康教育。比较两组干预后优生知识掌握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结果：干预后，研究组优生知识掌握率 96.00%高于对照组 76.00%（P＜0.05）。干

预后，研究组出现妊娠期糖尿病、早产、流产的总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8.00%低于对照组 32.00%（P＜0.05）。结论：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基础

上应用孕前健康教育具有积极意义，提升对于优生知识掌握率，降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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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优生观念发生改变，

对于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重视度也随之提高[1-2]。对于有妊娠计划的
夫妻，采取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利于掌握孕前的身体状态，并
且实施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新生儿出生质量。但
是仅仅只是采取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是远远不够，由于多数夫妻
对于优生优育相关知识认知度不足，影响新生儿出生质量。对此，
需要在此基础上联合一种积极有效的干预手段，提高夫妻优生科学
知识水平，增强孕前风险防范意识，改善身体健康状况，降低或消
除导致出生缺陷等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因素。本研究选择 2021 年 1
月-12 月我院具有妊娠计划的 50 对夫妻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及孕前健康教育在优生优育中的价值。现报道如
下： 

1.1 一般资料 
2021 年 1 月-12 月我院具有妊娠计划的 50 对夫妻作为研究对

象，依据随机抽签法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 25
对。对照组年龄（22-39）岁，平均年龄（30.55±3.87）岁。研究
组年龄（23-37）岁，平均年龄（30.09±3.53）岁。 

1.2 方法 
对照组予以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开展孕前健康教育，操作如下： 
1.2.1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检查前为夫妻建立健康档案，内

容为家族遗传病史、过敏史、生活及饮食习惯等，对于妻子孕育史
情进行了解；护理人员带领夫妻做常规检查及病毒筛查，明确夫妻
身体情况，采取相对应的解决措施。 

1.2.2 开展孕前健康教育。（1）夫妻在护理人员的带领下进行常
规检查与实验室检查；询问是否有用药过敏史、遗传病史、关注妻
子的心理状态以及饮食习惯等，制定性的制定一份优生护理方案。
（2）医院可设立咨询窗口，配备专业人员进行对前来询问人员答
疑解惑，并在回答后，同时发放有关孕前注意事项的相关知识小册；
可定期开展孕前优生健康知识讲座，增加妻子在备孕前的知识储
备，同时指导妇女如何正确备孕、经期保养以及孕期饮食等。（3）
由护理人员采取一对一的模式向夫妻讲解备孕前注意事项。如控制
体重、饮食以及改掉不良作息习惯等，避免孕期影响妻子的身体健
康以及对胎儿生命体征。 

1.3 观察指标 
（1）两组干预后优生知识掌握率。分为优（干预后，夫妻相

关知识掌握程度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改善）、良（干预后，夫妻相关
知识掌握程度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合格（干预后，夫妻部分
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得到改善）、差（干预后，夫妻相关知识掌握程
度依旧不足）。知晓率=（优+良+合格）/总例数×100%。（2）两组
不良妊娠结局（妊娠期糖尿病、早产、流产）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 SPSS22.0 进行分析，其中计数进行 X2（%）检验，计

量进行 t 检测（ sx ± ）检验，P＜0.05 提示有显著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后优生知识掌握率 
干预后，研究组优生知识掌握率 96.00%高于对照组 76.00%（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干预后优生知识掌握率[（例）%] 

组别 例数 优 良 合格 差 知晓率 
研究组 25 17（68.00） 5（20.00） 2（8.00） 1（4.00） 24（96.00） 
对照组 25 11（44.00） 4（16.00） 4（16.00） 6（24.00） 19（76.00） 

X2      4.153 
P      0.042 

2.2 两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干预后，研究组出现妊娠期糖尿病、早产、流产的总不良妊娠

结局发生率 8.00%低于对照组 32.00%（P＜0.05）。 
3.讨论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新时期实施科学人口控制、提高人口素质的主要保障。随着
现阶段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对应的优生优育得到改善，采取合
理有效的孕前检查能够降低不良事件发生。孕前健康教育有利于提
高夫妻的备孕安全意识，纠正以往错误的饮食观念、生活习惯等，
树立正确的健康父母、健康胎儿等观念。 

本研究显示，干预后，研究组优生知识掌握率 96.00%高于对
照组 76.00%（P＜0.05）。干预后，研究组出现妊娠期糖尿病、早产、
流产的总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8.00%低于对照组 32.00%（P＜0.05）。
由此可知采取孕前健康教育有利于提高优生知识掌握率，减少不良
妊娠结局发生率。该教育模式着重于了解夫妻对优生优育有关知识
的掌握程度及身体健康状态，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使得夫妻双

方意识到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提高受精卵质量，保障高质量妊娠
结局。 

综上所述，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基础上应用孕前健康教育
具有积极意义，提升对于优生知识掌握率，降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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