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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初产妇产母角色认同与抑郁'焦虑的相关关系&方法
!

在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选取
1$'

名初产妇!运用

自编的产母角色认同问卷'抑郁自评量表"

B3B

%和焦虑自评量表"

BAB

%分别测量初产妇产前'产后
$

周'产褥期
'

个阶段角色认同

度'抑郁和焦虑程度&结果
!

产妇产后
$

周的焦虑值显著高于产前和产褥期"均
3

$

%&%$

%#产后
$

周的抑郁值显著高于产前和产

褥期"均
3

$

%&%$

%#产母在产褥期的角色扮演'角色适应'角色认同总分均高于产后
$

周"

3

$

%&%M

%#产母的焦虑'抑郁与产母角色

认同呈负相关"

4c_%&%'

$

_%&'%

%&结论
!

初产妇角色认同程度随分娩事件增进!认同进程与抑郁'焦虑情绪呈负相关&

"关键词#

!

抑郁#焦虑#角色认同#初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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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母角色是指产妇在分娩后自然获得的家庭角色#即在家

庭中处于特定的地位而显示出的态度与行为模式的总和'

$

(

*

认同是一个人认可)同意某一特定外在信息源的态度)习俗和

行为#并将之内化的过程'

1

(

*初为人母的产母角色认同既是一

个社会过程#表现为产母与家庭)社会的互动#同时也是一个心

理过程#表现为产母对自己所承担的母亲角色的认知)情感体

验以及相关的行为表现*产母角色认同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婴

儿的生长发育)配偶的情绪及整个家庭的和谐 '

'.0

(

*本研究拟

考察初产妇母亲角色的认同随分娩事件而动态发展的状况#考

察焦虑和抑郁情绪与产母角色认同的关系#为促进初产妇尽快

认同母亲角色提供有力证据*

?

!

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1%$'

年
$

月至
1%$0

年
0

月在重庆市第九人

民医院分娩的初产妇
1$'

名#入选标准!小学或以上文化程度%

产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严重的心肾疾病)身体残疾)精神疾

病及智力障碍者%严重并发症者如产后大出血)子宫破裂)羊水

栓塞等%死胎或胎儿出生后死亡*

?&@

!

研究工具

?&@&?

!

焦虑自评量表$

BAB

&

'

M

(

!

测量初产妇的焦虑程度#共

1%

项#按
$

$

0

级评分#得分越高焦虑程度越重*

?&@&@

!

抑郁自评量表$

B3B

&

'

M

(

!

测量初产妇的抑郁程度#共

1%

项#按
$

$

0

级评分#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重*

?&@&A

!

初产妇角色认同问卷
!

自编初产妇角色认同问卷#测

量初产妇对身为母亲的角色认同的程度*问卷共
1'

项#包括

0

个维度!角色转换$

-

项&)角色进入$

-

项&)角色扮演$

M

项&)

角色适应$

0

项&*按
$

$

M

级评分#问卷总分为
1'

$

$$M

分#维

度及总分分值越高#代表产母角色认同程度越好*问卷具有较

好的信度和效度#各维度及总问卷内部一致性
9

系数为!

%&//)

)

%&/1'

)

%&-$M

)

%&/)1

)

%&/-0

%结构效度在
%&$/$

$

%&-$M

之间*

?&A

!

方法
!

对入院分娩的初产妇#经其知情同意后#分
'

个阶

段进行问卷调查*入院之后分娩之前#进行焦虑自评量表)抑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M

卷第
1%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局医学科研项目 $

1%$1.1.1/1

&*

!

作者简介$杨容$

$(-(_

&#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方面的研

究*

!

#

!

通讯作者#

7.?9#H

!

6

+

T

)//)/%%%

#

+#,9&P"?

*



郁自评量表的检测%分娩之后出院之前#进行焦虑自评量表)抑

郁自评量表)初产妇角色认同问卷的检测%出院之后产褥期结

束之时#进行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初产妇角色认同问

卷的检测*所有问卷均采取自评方式完成*

?&B

!

统计学处理
!

运用
B<BB$-&%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采

用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分娩方式)丈夫关心程度等自变量在各量

表得分上的差异%采用平均数的
B

检验或
8

检验比较产前)产

后
$

周)产褥期各量表的得分差异%采用相关分析考察焦虑)抑

郁与产母角色认同之间的关系*

@

!

结
!!

果

@&?

!

人口学信息
!

最终得到完成了产前)产后
$

周)产褥期
'

个阶段所有题项的问卷共
1%$

份*基本人口信息统计情况如

下!产妇年龄
$(

$

01

岁#平均
1)&('

岁%丈夫年龄
11

$

M/

岁#

平均
'%&11

岁%婚龄
$

$

$'

年#平均
1&0-

年%有近一半的产妇

$

0)&'K

&上过大学%丈夫的文化程度整体略高#

0/&/K

上过大

学%绝大部分产妇对婚姻关系满意#

-$&)K

选择满分
$%

分%

$%&0K

接近满分#即
(

分%对家庭经济的评估#

/0&)K

评估为一

般#

$%&(K

评估为较差%

-M&$K

的产妇是在计划内怀孕#有

10&(K

是计划外怀孕%

/1&MK

的产妇会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分

娩)育儿的相关知识%在分娩方式上#仍以没有医学指征自己主

动要求剖宫产为主#占
M'&-K

#其次是自然分娩
1%&(K

#有医

学指征被动剖宫产
$)&(K

#镇痛分娩最少#占
/&MK

*

@&@

!

初产妇
'

个阶段的焦虑)抑郁状况变化
!

从表
$

可以看

出#经
B

检验发现#初产妇
'

个阶段的焦虑有明显的差异$

3

$

%&%$

&*进
$

步多重检验发现#产后
$

周焦虑显著高于产前和

产褥期#产前显著高于产褥期*初产妇
'

个阶段的抑郁有明显

的差异$

3

$

%&%$

&*进一步多重检验发现#产后
$

周抑郁显著

高于产前和产褥期#产前的抑郁略高于产褥期#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A

!

产后两阶段角色认同问卷各维度的差异比较
!

由表
1

可

以看出#在产母角色认同问卷中#角色扮演)角色适应在产褥期

均显著高于产后
$

周$

3

$

%&%$

&*产褥期角色认同总分显著

高于产后
$

周$

3

$

%&%M

&#研究结果与预期假设完全符合*

表
$

!!

'

个阶段焦虑(抑郁的
B

检验%

Dh:

&

时间段 焦虑$

BAB

& 抑郁$

B3B

&

产前
')&/Mh%&M- '(&0%h%&)0

产后
$

周
'/&(-h%&-% 0$&%)h%&)1

产褥期
'M&%1h%&M- '/&)1h%&)M

B $1&'M$

%

0&/$(

%

!!

%

!

3

$

%&%$

*

表
1

!!

产后两阶段角色认同各维度间的差异比较%

Dh:

&

维度 产后
$

周 产褥期
8

角色转换
1(&)%hM&10 1(&$MhM&%1 %&/((

角色进入
1(&/0hM&%' '%&%)h0&%) _%&M0M

角色扮演
$-&%)h'&01 1%&M(h'&1% _$$&(M0

#

角色适应
$-&1/h1&'$ $/&M/hM&1M '&$)0

%

角色认同总分
(M&%-h$'&-0 (/&%-h$$&M$ _$&-1%

"

!!

"

!

3

$

%&%M

#

%

!

3

$

%&%$

#

#

!

3

$

%&%%$

*

@&B

!

焦虑)抑郁与产母角色认同各维度的相关性
!

表
'

)表
0

都共同显示出#产母的焦虑)抑郁状态与产母角色认同呈负相

关*这表明产母的情绪好坏直接影响其进入母亲角色的进度

和质量#反过来#产母角色认同不顺利也会诱发焦虑和抑郁情

绪并恶化#这一结果与侯永梅等'

)

(的研究结果相似*

表
'

!!

焦虑(抑郁与产母角色认同的关系%产后
$

周&

程度
Dh: BAB B3B

角色转换 角色进入 角色扮演 角色适应

BAB '/&(-h%&-%

B3B 0$&%)h%&)1 %&)$$

%

角色转换
1(&)%hM&10 _%&%M) _%&$')

角色进入
1(&/0hM&%' _%&1M%

%

_%&'%/

%

%&'/1

%

角色扮演
$-&%)h'&01 _%&$)0

"

_%&10M

%

%&10)

%

%&M--

%

角色适应
$-&1/h1&'$ _%&%'- _%&%(( %&$/1

%

%&M%(

%

%&1((

%

角色总分
(M&%-h$'&-0 _%&$)/

%

_%&1)0

%

%&)M'

%

%&/M$

%

%&))(

%

%&-$'

%

!!

"

3

$

%&%M

#

%

3

$

%&%$

*

表
0

!!

产母角色认同与焦虑(抑郁的关系%产褥期&

程度
Dh: BAB B3B

角色转换 角色进入 角色扮演 角色适应

BAB 'M&%1h%&M-

B3B '/&)1h%&)M %&)M$

%

角色转换
1(&$MhM&%1 %&$1' _%&%M%

角色进入
'%&%)h0&%) _%&$0/

"

_%&1%)

%

%&M)/

%

角色扮演
1%&M(h'&1% _%&%%0 _%&%/0 %&000

%

%&MM/

%

角色适应
$/&M/hM&1M _%&'11

%

_%&1/(

%

%&1('

%

%&M'M

%

%&0%(

%

角色总分
(/&%-h$$&M$ _%&%)0 _%&$-)

"

%&/1%

%

%&/)0

%

%&-M1

%

%&)''

%

!!

"

3

$

%&%M

#

%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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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M

卷第
1%

期



A

!

讨
!!

论

A&?

!

分娩给初产妇带来强烈的情绪冲击
!

本研究对初产妇分

娩前后
'

个阶段焦虑)抑郁的测查发现#初产妇各阶段的焦虑

得分均高于普通人群常模值$

1(&-/h%&0)

&#高于大样本人群

焦虑症状检出率$

11&$$K

&

'

-

(

%各阶段的抑郁检出率均高于普

通人群$

M&1K

$

$)&1K

&

'

/

(

*伴随着分娩#初产妇的内在焦虑)

抑郁情绪将经历一个从低到高#产后
$

周达到情绪的最高点#

随后逐渐回落至日常生活水平的历程*怀孕生子是世界上最

伟大的创造*对孕育这个创造的初产妇而言#分娩既意味着十

月怀胎艰辛的结束#也意味着身为女人的独立与自在的结束%

既意味着迎接新生命的兴奋与幸福#也意味着身为母亲的责任

与劳累*产后
$

周抑郁)焦虑情绪最高#可能是因为在短暂的

时间里#初产妇既要经历身体的巨大变化#还要经历心理上快

速变化#如第一次哺乳等*

A&@

!

初产妇产母角色认同进程
!

本研究对初产妇产后
$

周)

产褥期两阶段进行产母角色认同问卷的测查发现#产褥期的角

色扮演)角色适应)角色认同总分均高于产后
$

周#这呈现出初

产妇角色认同的动态进程*笔者编制的初产妇产母角色认同

问卷的维度也体现出整个动态进程#较其他静态描述的问卷能

更有效描述出角色认同的进程'

(

(

*

A&A

!

产母角色认同与焦虑)抑郁的关系
!

将产后
$

周)产褥期

两阶段的产母角色认同问卷与抑郁)焦虑问卷进行相关分析#

均发现产母的焦虑)抑郁与产母角色认同呈负相关#这一研究

结果与国外相关研究发现相同'

$%

(

*焦虑)抑郁情绪若是过高#

将过度耗损初产妇的心理能量#导致初产妇注意力不易集中)

睡眠质量下降)情绪波动过大#出现过度担心)怀疑孩子是否健

康#或者完全没有心思关注孩子等情况*反之#若是初产妇迟

迟不能适应有孩子的生活#掌握哺乳等技巧#将会导致自我认

同的挫败#进而可能诱发或加重抑郁)焦虑情绪*

A&B

!

产母角色认同的促进
!

本研究还发现对相关知识的了

解)家庭经济水平)物品准备)丈夫及家人的关心与支持等均影

响着每个初产妇实际的角色认同进度#与陆虹等'

$$

(的研究结

果较为一致*为了促进初产妇更快地认同母亲角色#建立良好

的母婴依恋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产前了解与分娩

和育儿相关的知识#从知识和心理上准备好'

$1

(

*配偶是初产

妇母亲角色认同进程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

$'

(

*分娩后#丈

夫要协同家人)护士协助初产妇尽早学会哺乳)照料孩子%产褥

期#丈夫及家人要营造和谐)合作的家庭氛围#尽量减轻初产妇

的生活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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