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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心理干预及术中配合对心脏病孕妇剖宫产分娩结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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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分析全程心理干预及术中配合对心脏病孕妇剖宫产分娩结局的影响。方法　选取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于

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７月间收治的妊娠伴心脏病住院孕妇６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干预措施不同分为使用常规干预的对照组

患者及使用心理干预配合术中操作的观察组患者各３０例，比较两组患者的分娩结局、负面情绪评分等差异。结果　观察组患者

接受全程心理干预及术中配合后其分娩结局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接受系统护理后的

负面情绪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使用全程心理干预及术中配合方式可以有效改善产

妇及胎儿的负面结局，减轻患者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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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并发心脏病是一类严重的产科并发症，主要为并发风

湿性心脏病，处理不慎可导致孕妇死亡。妊娠期间孕妇心血管

系统负担增加，额外的心脏负担可能使原有基础心脏疾病的孕

妇心脏功能进一步恶化，严重者可引起心衰，威胁母婴生命安

全［１］。本文主要分析全程心理干预及术中配合对心脏病孕妇

剖宫产分娩结局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２０１０年７月至

２０１２年７月院收治的妊娠伴心脏病住院孕妇６０例作为研究

对象，根据干预措施不同分为使用常规干预的对照组患者及使

用心理干预配合术中操作的观察组患者各３０例。对照组患者

年龄２２～３３岁，平均（２６．７４±４．４７）岁，分娩时孕周为３７～４０

周，平均（３８．６４±１．３２）周；观察组患者年龄（２３～３１）岁，平均

（２７．１４±４．２５）岁，分娩时孕周为（３６～４０）周，平均（３８．２１±

１．３６）周。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

１．２　干预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使用临床常规干预手段，围术期

给予基本心理支持，检查产妇的基本生命体征包括血压、心率、

血氧饱和度、胎儿心率等，出现意外情况及时进行抢救。

１．２．２　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使用全程心理干预及术中配合，

具体如下，（１）心理干预：术前主动与产妇进行沟通，告知其手

术的过程、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对应治疗措施，打消其

不必要的疑虑，缓解其紧张情绪。定期做产前检查及培训，指

导产妇每天保证１０ｈ以上的充足睡眠及保证愉快的心情。护

理人员可带领产妇参观医院完备的设施、精湛的技术力量，使

患者对分娩过程充满信心，积极配合围术期准备工作。同时，

护理人员应当重视与患者家属的沟通，鼓励家属为患者提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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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接受干预后的分娩结局比较［狀（％）］

组别 狀

产妇结局

状态良好 抢救后恢复 死亡

新生儿结局

状态良好 新生儿窒息 死亡

观察组 ３０ ２６（８６．６７） ４（１３．３３） ０（０．００） ２５（８３．３３） ４（１３．３３） １（３．３３）

对照组 ３０ １９（６３．３３） ９（３０．００） ２（６．６７） １８（６０．００） ９（３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

χ
２ ３．８２６ ４．３７５ ６．７３５ ３．２５１ ４．３７５ ４．９３６

犘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种帮助，包括精神及情感方面的支持，帮助患者以最佳的心理

状态主动参与到手术过程中来。患者进入手术室后，可能遇到

突发情况导致手术不顺利，此时护理人员应及时安抚患者，给

予精神鼓励，使患者树立信心度过分娩过程。产后护理人员应

及时告知产妇及其家属关于康复的必需知识、康复的过程，使

患者以积极的心态进入术后康复进程。（２）术中配合：进入手

术室后护理人员应密切监测产妇的血压、心理、胎儿心率，叮嘱

产妇放松，做好心理护理。准备好抢救器械防止突然发生产妇

心力衰竭或者新生儿窒息，术中可应用抗生素静脉滴注，防止

感染发生。胎儿剖出后护理人员及时在产妇腹部放置无菌巾

包好的沙袋，防止腹部压力骤降后发生急性心力衰竭。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分娩结局　观察两组患者接受不同干预后的产妇及新

生儿结局情况，比较两组差异。

１．３．２　负面情绪评分　采用 ＨＡＭＤ量表评价患者的抑郁情

绪、ＨＡＭＡ量表评价患者的焦虑情绪，分值越高、负面情绪越

剧烈，观察两组患者接受治疗前后的负面情绪评分情况，比较

两组差异。

１．４　统计学处理　使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８．０对所得数据进

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采用狋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分娩结局　观察组患者接受全程心理干预及术中配合后

其分娩结局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负面情绪评分　观察组患者接受系统护理后的负面情绪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护理后的负面情绪评分（狓±狊，分）

组别 狀 ＨＡＭＤ评分 ＨＡＭＡ评分

观察组 ３０ １４．３２±１．５４ １３．５３±１．１２

对照组 ３０ ２０．５４±２．３２ ２１．２１±２．５４

狋 ２．０２４ ３．６１４

犘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妊娠期间人体内环境均发生一系列变化，心脏、肾脏等重

要脏器的负担均明显增强，对健康状况良好的孕妇无明显影

响，但是对于有基础心脏疾病，心功能不佳的孕妇，妊娠可能使

心脏功能急剧恶化，严重者危及孕妇及胎儿的生命安全［２５］。

妊娠并发心脏病是妊娠期间的严重并发症，目前其已经成为产

科孕妇死亡的第３位因素，非产科因素中的第１位
［６８］。

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产科对于妊娠并发心脏病的处理手

段不断改进，孕妇的妊娠结局也大幅改善。一般并发心脏病的

孕妇，其妊娠期间的心理负担较重，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也十

分明显，不良的心理状态与孕妇的不良妊娠结局关系密切［９］。

因此妊娠期间及剖宫产围术期的心理干预对于改善妊娠结局至

关重要，打消孕妇及其家属不必要的心理顾虑，在剖宫产期间给

予产妇正确的心理指导及心理安慰和鼓励，可以增强产妇顺利

分娩的信念，也最终改善产妇及胎儿结局［１０１２］。除了心理干预，

剖宫产过程中护理人员给予必要的配合，如胎儿娩出后的腹部

加压袋放置、镇静剂使用等均有助于产程顺利进行［１３１５］。

本文主要分析全程心理干预及术中配合对心脏病孕妇剖

宫产分娩结局的影响，观察组患者接受针对性干预后其分娩后

状态良好产妇比例为８６．６７％，新生儿状态良好率８３．３３％，明

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分娩后状态良好产妇比例６３．３３％，新生

儿状态良好率６０．０％，可见使用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可

以明显改善产妇及胎儿结局；观察组患者接受有针对性的干预

后的负面情绪 ＨＡＭＤ评分（１４．３２±１．５４）分，ＨＡＭＡ评分

（１３．５３±１．１２）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ＨＡＭＤ 评分

（２０．５４±２．３２）分，ＨＡＭＡ评分（２１．２１±２．５４）分，可见使用有

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可以有效减轻患者的负面情绪。

综上所述，全程心理干预及术中配合可以有效改善产妇及

胎儿的结局，减轻产妇负面情绪，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值得推

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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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ＰＷＩ／ＤＷＩ不一致一样，是一种显示梗死中心与缺血半暗带

的良好指标。因此本试验以ＣＢＶ参数图上血流明显下降区域

作为缺血中心区，以ＣＢＦ／ＣＢＶ不匹配区作为缺血边缘区，即

缺血半暗带区。急性脑梗死后，梗死灶中央神经元坏死，边缘

区尚有未死亡的缺血半暗带，缺血半暗带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一

动态的过程，若缺血持续，边缘区大部分细胞坏死，中心区逐渐

扩大；若缺血情况得以改善，则缺血半暗带得以恢复，最终梗死

范围缩小。治疗脑梗死有效的方法就是恢复血供，挽救濒死脑

组织。本研究中无论试验组、对照组缺血中心区脑组织灌注均

无明显改变，表明脑组织已坏死，不可逆。而缺血边缘区两组

均有改善，故抢救缺血半暗带是治疗的关键。试验组要明显好

于对照组，提示丁苯酞软胶囊能明显改善缺血边缘区脑灌注，

明显恢复缺血边缘区的脑血流。

丁苯酞软胶囊为国家一类新药，是左旋芹菜甲素人工合成

的消旋体，药效学研究显示，该药可以阻断缺血性脑卒中导致

的脑损伤的多个病理环节，明显缩小局部脑缺血的梗死面积，

减轻大脑水肿程度，改善大脑的能量代谢，促进脑缺血区域的

微循环及脑血流量，有效抑制脑血栓的形成及血小板的聚集。

该药能降低花生四烯酸的含量，升高脑血管内皮一氧化氮和前

列腺素２水平，降低细胞内钙浓度，抑制氧自由基，提高抗氧化

活性。徐皓亮等［８］研究显示，丁苯酞预防和治疗给药均可增加

大脑中动脉阻断（ＭＣＡＯ）后脑微动脉管径和血流速度，改善软

脑膜微循环。有学者发现丁苯酞能增加正常大鼠和 ＭＣＡＯ后

纹状体的脑血流，预防和治疗给药都能使 ＭＣＡＯ后减少的

ｒＣＢＦ明显增加
［９］。且能促进缺血脑组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ＶＥＧＦ）的表达，增加病灶周围血管数量
［１０］，激发脑血流储备、

结构储备，有效改善缺血区低灌注。崔丽英等［１１］对丁苯酞软

胶囊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的临床实验报

告中显示，丁苯酞软胶囊能明显改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临床

情况的改善能间接反映缺血脑组织的血流恢复情况。ＣＴＰ检

查通过监测治疗前后的脑血流动力参数的变化，判断脑组织血

流恢复程度，为临床评价疗效提供可靠依据。

本研究从影像学角度，评价并验证丁苯酞软胶囊对急性脑

梗死患者，改善缺血半暗带区低灌注，恢复脑血流的作用，为缺

血性脑血管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方向，并为临床疗效判定提供依

据与指导。

参考文献：

［１］ ＴｃｋｓａｍＭ，ＣａｋｉｒＢ，ＣｏｓｋｕｎＭ．ＣＴ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

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ｓｔｒｏｋｅ［Ｊ］．ＤｉａｇｎＩｎｔｅｒｖＲａｄｉ

ｏｌ，２００５，１１（４）：２０２２０５．

［２］ＳｃｈａｃｆｅｒＰＷ，ＲｏｃｃａｔａｇｌｉａｔａＬ，ＬｅｄｅｚｍａＣ，ｅｔａｌ．Ｆｉｒｓｔｐａｓ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Ｔ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ｆｏｒｓａｌ

ｖａｇｅａｂｌｅｐｅｎｕｍｂｒａｉｎａｃｕｔｅｓｔｒｏｋ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ａ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ＡｍＪＮｅｕｒｏ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０６，２７（１）：

２０２５．

［３］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ＲＧ．Ｉｍａｇ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ｄａｃｕｔｅ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ｔｈｅｒａ

ｐｙ．Ｆｒｏｍ“ｔｉｍｅｔｏｂｒａｉｎ”ｔ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ｉｓｂｒａｉｎ”［Ｊ］．

ＡＪＮＲＡｍＪＮｅｕｒｏ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０６，２７（４）：７２８７３５．

［４］ 中华医学会．全国第四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各类脑

血管病的诊断要点［Ｊ］．中华神经科杂志，１９９６，２９（６）：

３７９．

［５］ ＷｉｎｔｅｒｍａｒｋＭ，ＴｈｉｒａｎＪＰ，ＭａｅｄｅｒＰ，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ｂｙ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ＣＴａｎｄｓｔａｂｌｅｘｅｎｏｎＣＴ：ａ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ｔｙ［Ｊ］．ＡｍＪＮｅｕ

ｒｏ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０１，２２（５）：９０５９１４．

［６］ ＮａｂａｖｉＤＧ，ＣｅｎｉｃＡ，ＤｏｏｌＪ，ｅ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ｏｆ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ｕｓｉｎｇＣ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ｃｕ

ｒａｃｙ，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ｄｏｇｓ［Ｊ］．ＪＣｏｍｐｕｔＡｓｓｉｓｔ

Ｔｏｍｏｇｒ，１９９９，２３（４）：５０６５１５．

［７］ ＷｉｎｔｅｒｍａｒｋＭ，ＭａｅｄｅｒＰ，ＶｅｒｄｕｎＦＲ，ｅｔａｌ．Ｕｓｉｎｇ８０ｋＶｐ

ｖｅｒｓｕｓ１２０ｋＶｐｉｎ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Ｃ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Ｊ］．ＡｍＪＮｅｕｒｏ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００，２１（１２）：

１８８２１８８４．

［８］ 徐皓亮，冯亦璞．丁基苯酞对局灶性脑缺血过程中线粒体

损伤的保护作用［Ｊ］．药学学报，１９９９，３４（３）：１７２１７５．

［９］ ＣｈｏｎｇＺＺ，ＦｅｎｇＹＤ．ｄ１３ｎｂｕｔｙｌｐｈｔｈａｌｉｄ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ａｆｔ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ｂａｒａｃｈ

ｎｏｉ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ｉｎｒａｔｓ［Ｊ］．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ＹａｏＹｉＸｕｅＢａｏ，

１９９９，２０（６）：５０９５１２．

［１０］李其富，孔双艳，德吉曲宗，等．丁基苯酞对大鼠局灶缺血

脑组织 ＶＥＧＦ及ｂＦＧＦ表达的影响［Ｊ］．四川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３９（１）：８４８８．

［１１］崔丽英，李舜伟．ｄｌ３正丁基苯酞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

中：随机双盲对照研究［Ｊ］．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

２００６，６（４）：２６３２６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１２）

（上接第３０９０页）

［９］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ＫＡ，ＳｉｅｇｅｌＥＨ，ＱｕｉｇｌｅｙＫ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ｅｍｏｔｉｏｎｗａｒ：Ａｒ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ｎｄｓｏｒ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 Ｌｅｎｃｈ，Ｆｌｏｒｅｓ，ａｎｄ

Ｂｅｎｃｈ（２０１１）［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Ｂｕｌｌ，２０１３，１３９（１）：２５５２６３．

［１０］康年红．护理干预对产妇剖宫产术后的影响［Ｊ］．按摩与

康复医学，２０１２，３（３２）：３１７．

［１１］ＡｌｉＡ，ＬｅｅｓＫＥ．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ｉｓｔａｓ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ａｎｔｉｏｐ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ｉ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ＪＣｌｉｎＰｓｙ

ｃｈｏｌ，２０１３，６９（２）：１６２１７１．

［１２］陈新英．剖癌产术中预见性护理的临床效果观察［Ｊ］．中

国医药导刊，２０１２，１４（１１）：１９８６．

［１３］ＲｏｓｔａｍｉＺ，ＥｉｎｏｌｌａｈｉＢ．Ｃｉｔａｌｏｐｒａｍｖｅｒｓｕ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ｆｏ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ｈｅｍｏｄｉ

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ＩｒａｎＪ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２０１３，７（１）：７３７４．

［１４］吴月明，巩灵巧．舒适护理对择期剖宫产手术患者的影响

调查［Ｊ］．卫生职业教育，２０１２，３０（１６）：１１３１１７．

［１５］刘维静，周红梅，陈清梅，等．优质护理在急诊剖宫产术中

应用观察效果［Ｊ］．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３，１１（１）：３５１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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