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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孕妇心理护理干预分析

叶淑丽*� 李丽晶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宁夏儿童医院），宁夏� 750000

摘� 要：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针对孕妇的心理护理干预方法及应用效果。方法：对照组予以

常规护理，研究组予以常规护理基础上加用针对疫情期间的心理护理干预措施。结果：两组护理前+�0�及+�0�

量表评分对比��������，护理后研究组+�0�及+�0�量表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研究组孕妇护理满意度

（�����％）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结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针对孕妇实施心理护理

干预措施有利于改善其负面情绪，对维持良好的护患关系也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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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 the�psychological�nursing�intervention� for�pregnant�women�and�its�application�e�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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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妊娠期是人体正常生理过程，部分孕妇由于生理状态变化、社会身份不同等因素将对其心理情绪造成相应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3）简称新冠肺炎，发病原因为新型冠状病毒（�29,����）感染，是一种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广

的呼吸系统疾病。由于现阶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成为世界范围内重点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因此在疫情期间如

何针对孕妇实施相应心理护理干预对保障母婴安全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将选取����年�a�月作为本次研究时间段，选

取上述时间段内我院收治的孕妇（�� ���）进行分组研究，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针对孕妇的心理护理干预方法

及应用效果，以期为提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孕妇护理效果提供切实可靠的参考依据，现总结如下。

二、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例孕妇予以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其中研究组（�� ���）年龄�����岁、平均（����������）岁，孕周����周、平

均（����������）周，产次�a�次、平均（���������）次；对照组（�� ���）年龄��a��岁、平均（����������）岁，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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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a��周、平均（����������）周，产次�a�次、平均（���������）次。两组上述一般资料各项数据对比结果均为����

����（即本次研究分组情况具有可比性）。

（二）方法

���护理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如监测母婴生命体征、配合孕妇完成各项孕期检查、给予必要的饮食及运动指导等。研究

组予以常规护理�针对疫情期间的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常规护理内容、护理人员同对照组），其中针对疫情期间的心

理护理干预措施如下：

（�）积极收集现阶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研究成果，利用孕妇产前检查时小范围集中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定

期更新微信公众号、群内推送链接等形式使孕妇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知识，提高其对此病的认知度，缓解孕妇

由于不了解疫情具体情况所致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

（�）主动询问孕妇所需，积极为孕妇解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孕期保健相关问题，如推行线上门诊、视

频问诊、预约孕检等措施配合孕妇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降低其外出、集中就诊染病风险，同时可通过列举现阶段

坚持孕检的典型孕妇事例提高孕妇配合孕检积极性。

（�）开放微信公众号留言及回复功能，及时解答孕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孕期保健及个人护理相关

疑问。

（�）线上门诊采取一对一视频连线，了解孕妇现阶段具体心理状态并予以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如过度担心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担忧母婴安全者，医务人员可予以必要的语言及肢体支持，利用科学的防控知识提高其对疫病的防

控效果，增强其战胜病魔自信心。

（�）部分孕妇可能因过度惧怕疫情从而无法积极配合实施相应产前检查，护理人员应通过列举既往未能够遵医嘱

孕检所致严重后果的典型病例提高其依从性疫情期间减少出门，告知其做好自我保护很重要，但孕期的重要检查也不

容错过。

（�）通过与家属密切联系，积极沟通从侧面掌握孕妇实际心理状态，指导家属通过积极为其提供心理、社会、经

济、生活等支持辅助缓解其心理负面情绪。

（�）孕产妇日常生活用品（如毛巾、餐具、寝具等）需单人专用避免交叉感染。

（�）强调手卫生，进食前后、如厕前后均需彻底使用流动水配合洗手液、香皂等物品清洁手部，若条件受限也可

使用免洗洗手液（含酒精成分），不确定手部是否清洁时切忌用其接触口、鼻、眼等部位，打喷嚏、咳嗽时应使用纸

巾遮住口鼻以免产生飞沫。

（�）日常应保持营养均衡，食物应清淡易消化，有效控制体重处于合理范围内避免暴饮暴食。

（��）避免亲朋好友前来病房探视孕产妇，切忌接触呼吸道感染者、�周内去过疫情高发地区人群。

（��）生活规律，睡眠充足，多饮水，适当运动，保持良好心态，增强自身抵抗力。

���观察指标

（�）负面情绪

�）+�0�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利用该量表评价两组护理前、后焦虑情况，评价内容共��项，其中涉及焦虑心境、呼吸系统症状、失眠、生殖泌

尿系统症状、抑郁心境、紧张、心血管系统症状、认知功能、胃肠道症状、害怕、感觉系统躯体性焦虑、肌肉系统躯

体性焦虑、植物神经系统症状、会谈时行为表现（一般、生理）等，每项均采用五级评分法（�a�分），该量表（总

分�a��分）评分�分以下无焦虑，�分及以上者分数越高则被评价者心理焦虑状态越重（正相关），其中�a��分轻度焦

虑、��a��分中度焦虑、��a��分重度焦虑、��分及以上严重焦虑。

�）+�0�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利用该量表对两组护理前、后抑郁情况予以准确评价，具体内容共��项，如有罪感、躯体性焦虑、入睡困难、自

杀、全身症状、工作和兴趣、抑郁情绪、睡眠不深、性症状、迟缓、精神焦虑、早醒、激越、胃肠道症状、体重减

轻、疑病、自知力等项目，总得分（�a��分）与抑郁程度相关性同+�0�量表，即�分以下无抑郁，�分及以上者得分

越高抑郁程度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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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满意度

利用自拟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评价两组对本次护理服务满意度，该量表涉及基础护理、病房管理等评价内容，量表

总得分�a���分，其中不满意�����分、一般��a��分、满意�����分。

（三）统计学方法

本文中各组不同时间（护理前、后）各量表评分情况（属于计量资料）均由���表示，两组孕妇护理满意度评价

结果（属于计数资料）由�（％）表示，经6366���处理两组上述相关数据（即分别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则提示数据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一）负面情绪

护理前，两组+�0�量表评分及+�0�量表评分情况对比均无显著差异（即��������，无统计学意义）；护理

后，研究组+�0�量表评分及+�0�量表评分结果均较护理前降低（与护理前对比�� ������），对照组护理前后

+�0�及+�0�量表评分对比未见明显变化（与护理前对比��������），如表�。

表1� 对比两组不同时间（护理前、护理后）HAMA量表、HAMD量表评分（��� 分）

组别 HAMA HAMD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45） 16.37�2.10 8.85�1.54*★ 16.89�2.14 8.74�1.35*★

对照组（��=�45） 16.39�2.08 16.41�2.06 16.88�2.13 16.91�2.11

注：*对照组与之对比����0.05；★护理前与之对比����0.05。

（二）满意度

研究组护理满意率为�����％，对照组为�����％，数据对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表2� 两组护理满意率对比[�（％）]

组别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研究组（��=�45） 41（91.11）* 4（8.89）* 0（0.00）

对照组（��=�45） 26（57.78） 17（37.78） 2（4.44）

注：*对照组与之对比����0.05。

四、讨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然来袭，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均造成严重影响>��。孕妇为特殊人群，一旦

感染疾病，需尤为重视，孕期是女性生理特殊时期，此阶段女性机体状态差、行动不便、生理环境异常，加之初产妇

在分娩后将面临身份转变，因此其心理敏感性较高>��。此外，由于现阶段各项临床研究均未能完全明确新型冠状肺炎

病毒的具体特点，疫情期间孕妇一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势必无法按照正常方案用药以免影响胎儿安全，因此部分孕妇

可能由于担心疫情影响母婴安全从而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证实>��，负面情绪可能通过干扰机体神经、内分泌等系统从而产生相应应激反应，不良应激反

应对机体生理指标具有副作用，因此提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针对孕妇这一特殊人群积极开展心理护理干预

对缓解或消除其负面情绪、保障母婴安全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组研究证实，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用

心理护理干预的研究组孕妇护理后心理情绪相关量表评分情况均较护理前具有显著变化，提示该组护理后焦虑、抑郁

情绪得到有效改善，而对照组（未加用心理护理干预措施）护理后心理情绪相关量表评分较护理前无明显变化，此外

研究组护理满意率更高，此结论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相符>��。但应注意的是，本文由于存在篇幅有限、研究时间区间

短等主客观因素，因此未能够将两组护理方案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纳入本次研究中，提示还需在今后实际工作中深入研

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心理护理干预对孕妇的应用价值。

综上，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针对孕妇实施心理护理干预措施有利于改善其负面情绪，对维持良好的护患

关系也具有积极意义，值得今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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