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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产前健康教育模式对缓解分娩焦虑情绪与改善分娩结局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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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范围内剖宫产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中国许多

医院剖宫产率已超过
;2\

#甚至达到
#2\

#远超过
F@=

的要

求范围!

,\

#

!,\

"

)

!.$

*

%剖宫产技术自身有多项风险#如麻醉

意外$术中术后出血$感染$脏器损伤$粘连等短期并发症及剖

宫产儿综合征等近远期并发症#同时增加再次妊娠风险'持续

增高的剖宫产率已引起卫生部门及社会的广泛关注)

,

*

%基层

医院采取多项措施#严格控制剖宫产的指征#以期降低剖宫产

率&开展导乐陪伴分娩#家庭式产房#严格控制入院时间#提高

自然分娩率'同时开设孕妇学校#大力推广孕期教育#让孕妇在

孕期接受自然分娩的好处#严格控制孕妇和胎儿体质量#以降

低剖宫产率%

本院自
$2!2

年起开设了孕妇学校#次年起开设糖尿病门

诊等对孕妇进行体质量管理%然而#本院
$2!2

#

$2!)

年均剖

宫产率仍维持在
;$\

左右%为进一步控制本院的剖宫产率#

从
$2!;

年
*

月开始#本院采用优化产前健康教育模式&将情景

教育
D

模拟训练
D

护士讲解模式用于产前健康宣教%本研究

分析了
$2!)

年
*

月至
$2!;

年
;

月与
$2!;

年
*

月至
$2!,

年
;

月初产妇的情绪状态及分娩结局#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将本院
$2!)

年
*

月至
$2!,

年
;

月住院的具

有无头盆不称$妊娠合并心脏病$肝脏疾病$巨大儿$臀位等症

状的
$2

#

),

岁文化程度为高中以上水平的所有足月初产妇共

!)$"

例纳入研究%

$2!;

年
*

月前分娩产妇
)2)

例分为对照

组#

$2!;

年
*

月后分娩的产妇
;;,

例分为试验组%

?4@

!

方法

?4@4?

!

对照组干预措施
!

对照组采用开设孕妇学校培训班#

医生严格控制手术指征#护士对入院后孕妇讲解顺产的好处$

分娩的体位$拉玛泽呼吸减痛法$分娩球的使用等#并手把手教

会家属在孕妇宫缩时如何帮助孕妇呼吸$改变体位$按摩等方

法进行产前健康宣教%

?4@4@

!

试验组干预措施
!

试验组采用开设孕妇学校培训班$

医生严格控制手术指征$情景教育
D

模拟训练
D

护士讲解模式

进行产前健康宣教%情景教育是将自然分娩$剖宫产的过程制

作成视频对其进行健康宣教#让孕妇身临其境#对分娩有一定

的了解%播放自然分娩和剖宫产的视频#使孕妇了解自然分娩

和剖宫产的过程#理解自然分娩的益处#达到缓解分娩焦虑和

紧张的作用#同时告知孕产妇剖宫产的优点和缺点%模拟训练

则是将孕妇在分娩过程中可能要出现的风险#提前演练#让孕

妇获得充分认识#了解应急预案#增强产妇对分娩的信心%护

士在待产过程中讲解顺产的好处#分娩的体位#拉玛泽呼吸减

痛法$分娩球的使用等#并手把手教会家属在孕妇宫缩时如何

帮助孕妇呼吸$改变体位$按摩等#缓解孕妇的分娩疼痛%

?4@4A

!

效果评价
!

对住院的初产妇发放焦虑自评!

[I[

"量

表#同时采用本院自制对分娩认识调查表!包括教育前$教育后

对分娩认识的调查表"了解产妇对分娩知识的了解程度%本研

究随机抽取了
$2

例住院的初产妇进行预实验#确保
[I[

量表

和分娩认识调查表科学可行%本研究未对对照组孕妇进行

[I[

量表的评价#焦虑情况是试验组优化健康教育前和优化

健康教育后的比较%该研究进行前#对课题组成员进行了培

训#并通过了严格的考核%同时本研究也对两组胎儿体质量$

产后出血量$分娩方式$手术指征等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4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42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GY7

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242,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试验组分娩前
[I[

评分为!

),4!+Y)4;

"分#宣教后
[I[

评分为!

$24$*Y$4;+

"分#宣教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

#

!

#

242,

"%试验 组 行 剖 宫 产
$,!

例#剖 宫 产 率 为

)+42+\

#对照组行剖宫产
))2

例#剖宫产率为
,$4!)\

#二者

剖宫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42,

"'试验组行剖宫产

$,!

例中#无指征剖宫产
!;+

例#无指征剖宫产率
,#4!+\

#对

照组行剖宫产
))2

例中#无指征剖宫产
$*!

例#无指征剖宫产

率为
#$4!$\

#无指征剖宫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42,

"#

见表
!

%

表
!

!!

两组分娩结局比较

组别 顺产!

$

" 剖宫产!

$

"

有指征剖宫产

)

$

!

\

"*

无指征剖宫产

)

$

!

\

"*

对照组
)2) ))2 ,"

!

!*4##

"

$*!

!

#$4!$

"

试验组
;;, $,! !2,

!

;!4#)

"

!;+

!

,#4!+

"

A

!

讨
!!

论

!!

本研究显示#采用优化产前健康教育模式#产妇对分娩的

焦虑明显减轻#

[I[

评分宣教前为!

),4!+Y)4;

"分#宣教后为

!

$24$*Y$4;+

"分%顺产率大大提高#剖宫产率从
,$4!)\

下

降到
)+42+\

#接近+重庆市二级助产机构产科质量评分标准

!

$2!$

版",规定剖宫产率为
),\

的要求%社会因素的剖宫产

率从
#$4!$\

下降到
,#4!+\

#减少了第
!

次剖宫产#降低了初

剖率%

分娩是一种自然而又特殊的生理过程#能否顺利完成取决

于
;

个重要因素#即产力$产道$胎儿及产妇精神因素)

;

*

%非医

学指征剖宫产是导致剖宫产率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

)

*

%资料

");$

重庆医学
$2!+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

年科研计划项目!

$2!;$!+!

"%

!

作者简介!侯雪梅!

!"#2%

"#主管护师#本科#主要从事产

前健康教育工作%

!

"

!

通讯作者#

&'(

&

!,)$2,#")+!

'

-./01(

&

;"$$!;!!2

!33

456/

%



显示待产过程中产妇过于焦虑#不利于自然分娩率的提高%分

析原因#可能与以下几点有关&!

!

"大多数初产妇因为经验不足

而产生焦虑$恐惧的心理#担心胎儿的安危)

#

*

%!

$

"有研究表

明#

#2\

的产妇因疼痛和心理恐惧而选择剖宫产)

"

*

%!

)

"初产

妇入院待产对医院陌生的环境本来就充满了紧张$害怕甚至恐

惧)

)

*

%!

;

"待产妇住院时间越长接受医疗干预越多)

)

*

%!

,

"住

院时间增长使得住院费用增加#部分产妇会因此选择剖宫产尽

快结束分娩)

)

*

%

根据导致剖宫产增高的原因#本院优化了产前健康教育模

式%通过情景教育#让孕妇观看自然分娩视频#使孕妇了解自

然分娩的过程#弥补了经验不足#对分娩有了一定的认识%当

孕妇了解自然分娩是一个自然$生理$顺利的过程后#对自然分

娩的认同感增加#紧张和焦虑大大减轻#提高了自然分娩的信

心%同时让孕妇观看剖宫产的视频#让孕妇了解剖宫产手术对

身体本身是一种创伤#术后的并发症远远超过自然分娩#即使

使用术后镇痛#剖宫产的疼痛也远远大于自然分娩#改变了孕

妇因担心疼痛而选择剖宫产%

通过模拟训练#让孕妇知道我们对分娩风险做出了相应的

应急预案及抢救措施#我们与孕妇共同承担分娩的风险#减轻

了孕妇因担心胎儿安危而产生的焦虑#让孕妇对分娩有信心%

护士在待产过程中讲解顺产的好处#分娩时自由体位$拉

玛泽呼吸减痛法$分娩球的使用等#增加了孕妇对医务人员的

信任#减轻了对陌生环境的焦虑%同时#手把手教会家属在孕

妇宫缩时如何帮助孕妇呼吸$改变体位$按摩等#缓解了分娩的

疼痛#也增加了夫妻间的感情%同时家属的参与#在情感上对

孕妇有强大的支持作用#更加树立了孕妇对自然分娩的信心%

分娩时自由体位$拉玛泽呼吸减痛法$分娩球的使用能有

效的减轻分娩的疼痛#缩短产程#减少医疗干预)

!2

*

#同时促进

自然分娩)

!2

*

#能减少住院天数和医疗费用#避免因费用而选择

剖宫产%

综上所述#优化产前健康教育模式#可以减轻孕妇对分娩

的焦虑#减少对分娩的恐惧#提高顺产率#减少剖宫产率#提高

产妇的满意度%同时减少初剖率#减少剖宫产产妇再次妊娠带

来的远期并发症#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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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指在静息状态下动脉收缩压和!或"舒张压增高#

以动脉压升高为特征的病症)

!

*

%目前#全球有
!2

亿人患高血

压#高血压已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

$

*

%高血压

是老年人最常见的疾病#我国
+2

岁以上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

高达
;"\

)

)

*

#有效治疗可显著减低心血管发病率和病死率#进

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使患者从中获益%同时#护理在对高

血压病老年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患者

的康复过程%人文护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0#为患者提供尊重

人格$关爱生命的护理服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

的观念也随之改变#护理方式也在不断的改进#一种整体$有

效$创造性$个性化的护理模式...人文护理在临床上应运而

生#我们当前医学模式也由单纯的生物模式转变为生物
.

心理
.

社会模式#护理也由以疾病为中心的护理转向以人$环境$健

康$护理为基础的整体护理)

;

*

%本研究将人文护理应用到高血

压病老年患者中#取得了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科室
$2!$

年
!

月至
$2!)

年
;

月收治

入院的
!,2

例高血压患者#均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采用计算

机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观

察组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2

#

*,

岁#平均

!

+,4,"Y)4#,

"岁#平均收缩压!

!*!4+,Y+4!"

"

// @

O

#平均

舒张压!

!224)*Y+42)

"

// @

O

#初中及以下学历者
;,

例

2;;$

重庆医学
$2!+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