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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后抑郁属于临床常见心理障碍，产妇由于在妊娠前或

生产中心理身理发生变化，导致产妇出现情绪低落、沮丧、

紧张等不良情绪，临床出现失眠乏力、厌食烦躁等生理反

应 [1]。需要及时发现并开展治疗，早期不及时处理会影响产

妇身体健康与整个家庭和睦 [2]。而母婴健康宣教护理是以家

庭为中心的，使得产妇有一定的参与权。将母婴护理场所移

到床旁，并由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对新生儿进行护理。论文

通过将专业的母婴健康宣教护理运用其中，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择该院 2019 年 2 月—2020 年 2 月收治的产妇 120 例，

按照入院顺序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 60 例。通过常规检查均

无死胎、巨大婴儿、多胎等，均为初产妇，经 B 超检查胎

位和盆骨测量均正常。排除有影响治疗效果疾病存在，排

除有妊娠并发症。其中对照组年龄 21~37 岁，平均年龄为

（25.8±4.8）岁，孕周 36~42 周，平均孕周为（38.1±1.1）周。

研究组年龄 20~36 岁，平均年龄为（25.9±4.5）岁，孕周

36~42 周，平均孕周为（38.2±1.2）周。对比两组产妇基线

资料，无显著变化，P ＞ 0.05，可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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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专业的健康宣教护理在母婴同室中对产妇产后焦虑的效果。方法：选择我院 2019 年 2 月—2020 年 2 月

收治的产妇患者 120 例，按照入院顺序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各 6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研究组采用母婴床旁护理。

比较两组产妇情绪与护理满意度。结果：前两组产妇护理前的 SAS、SDS 评分无显著差异，P ＞ 0.05，护理后研究组显著优

于对照组，且研究组 95.00% 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7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通过对产妇实施母婴

健康教育护理，能够显著改善产妇的焦虑情绪，促进母婴健康。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rofessional health care in postpartum anxiety. Methods: We selected 120 ma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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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d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S, SDS scores between 

the first two maternal groups, P>0.05,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ntrols, and 95.00% care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6.67%,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car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maternal anxiety and promote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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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包括产妇的健康教育，集中

为新生儿进行沐浴，包括新生儿的护理与饮食指导。

研究组采用专业的母婴健康宣教护理。①健康教育：产

妇在入院后向其介绍相关分娩的知识，在分娩后讲解关于康

复的有关事项，耐心解答产妇提出的相关问题。讲解母婴同

室的优点，鼓励产妇尽早开始哺乳，并讲解关于母乳的优点。

②给予新生儿沐浴与抚摸指导，新生儿早期接种疫苗及相关

知识的宣教，包括产妇子宫与会阴的恢复方式，交待产妇相

关注意事项。③鼓励产妇对新生儿进行抚触，及时讲解抚触

的优点与注意事项，直到产妇出现熟练的动作为止。④在产

妇床旁对新生儿进行沐浴，采取规范化的指导，鼓励产妇积

极主动为新生儿沐浴，护理人员在旁进行指导，讲解相关错

误。⑤定期为新生儿进行脐部的护理，主动讲解相关操作要

领，保证产妇能够熟练掌握。

2.3 观察指标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

综合心理状态评定，焦虑状态、抑郁状态与分数值成正比 [3]。 

SAS 评分标准，总分为 80，分数越高相关症状越严重，

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70 分以上为重

度焦虑。SDS 评分标准，总分为 80，53~62 分轻度抑郁，

63~72 分中度抑郁，72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通过自制问卷

调查，让患者再对住院期间的护理服务满意情况进行打分。

护理服务满意度评价方法：分为满意；一般；不满意。总分

100，分为满意≥ 80；一般≥ 60；不满意＜ 60。

满意度 =（满意 + 一般）/ 例数 ×100%

2.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 s±x 表示，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对比两组产妇 SAS、SDS 评分情况

护 理 前 两 组 产 妇 的 SAS、SDS 评 分 无 显 著 差 异，

P>0.05，护理后研究组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产妇 SAS、SDS 评分情况 [n=60，（分）]

组别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62.17±5.89 43.41±6.71 64.13±5.81 49.16±4.36

研究组 61.41±5.47 36.13±6.32 63.70±5.09 40.64±4.51

t 0.732 6.118 0.431 10.521

P 0.465 0.000 0.667 0.000

3.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研究组 95.00% 显著高于对

照组 7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n=60，(%)]

组别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23 23 14 46（76.67）

研究组 31 26 3 57（95.00）

χ2 13.817

P 0.000

4 讨论
由于现代社会初产者平均年龄较小，对整个分娩过程了

解不全面，对产前产后注意事项较为陌生。加之家庭、生活

中压力较大，使得产妇容易造成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导

致产后抑郁 [4]。引起产后抑郁病因较为复杂，产妇缺少对分

娩后乳房护理知识和新生儿哺乳知识的掌握，会造成焦躁、

紧张等情绪。

论文通过将两组护理方式运用其中，结果显示前两组产

妇护理前 SAS、SDS 评分无显著差异，护理后研究组情绪

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在传统的护理方式下，大多数医院

对产妇依旧为常规的护理措施，集中为新生儿进行沐浴，但

往往效果不够理想。论文将母婴健康宣教护理纳入其中，使

产妇的情绪得到了明显改善。使得产妇能够亲眼看到新生儿

的护理，得到一定的学习，并通过操作，及时感受相关做法，

护理人员并能够在旁提出相关建议，使得产妇对新生儿的操

作更加规范。在母婴健康宣教护理的过程中，能够让产妇丈

夫共同参加，有利于建立亲情，帮助其适应角色的转换，帮

助产妇在生活中进行有效护理。

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产妇实施母婴健康宣教专业护理，能

够显著改善产妇的不良情绪，实现人性化护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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