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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护理干预对妊高症孕妇围生期的临床效果分析
兰  婷   （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产科  湖南永州  425000）

摘要：目的　探究综合性护理干预对妊高症孕妇围生期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16 年 04 月 -2018 年 01 月我院产科收治的 84 例妊高

症单胎产妇作为观察对象，按照入院的先后顺序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2 例，两组产妇分别进行产科常规护理干预及综合性护理干预，

观察两组产妇及新生儿的护理干预效果。结果　围生期进行综合性护理干预的观察组产妇子痫前期及子痫发生率分别为 23.81% 和 0，产后出血

发生率为4.76%，均显著低于对照组产妇，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围生期进行综合性护理干预的观察组新生儿早产发生率为9.52%，

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新生儿体重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新生儿，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妊高症孕妇围生期实施综合性

护理干预，能够有效降低产妇先兆子痫、子痫及产后出血发生率，改善新生儿结局，保证母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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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是妊娠期女性特有且多发的全身性疾病，患者

主要临床表现有血压升高，同时伴有蛋白尿、抽搐、昏迷等症状，病

情发展迅速，若产妇未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极易导致脑出血、脑水肿、

心肾衰竭等并发症的出现，严重威胁母婴健康。[1] 此次研究我院选取

84 例妊高症单胎产妇作为观察对象，探究综合性护理干预对妊高症孕

妇围生期的临床效果，现总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6 年 04 月 -2018 年 01 月我院产科收治的 84 例妊高症单

胎产妇作为观察对象，产妇年龄21-40岁，平均年龄（32.17±3.26）岁，

孕周 33-40 周，平均孕周（36.07±0.56）周，其中初产妇 43 例，经

产妇 41例，按照入院的先后顺序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2例，

两组产妇无较大差异（P>0.05）。

1.2 护理措施

对照组产妇围产期进行妊高症常规护理干预 [1]，观察组产妇在对

照组产妇的基础上实施综合性护理干预：①病房环境护理：保持产妇

病房环境的干净整洁，定时对病房进行打扫，注意开窗保持病房内空

气的流通，尊重产妇隐私，病床之间安装床帘，避免强光、噪音等不

良刺激引起产妇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加重产妇的病情，提高患者

身心舒适度。②产前心理护理：产妇产前普遍存在焦虑、紧张、害怕

等不良心理，护理人员要及时对产妇进行心理评估，了解产妇的心理

健康状况，针对产妇不良心理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的产妇进行心理疏

导，让产妇以积极、健康的心态生产。③产程观察：密切监测产妇第

一产程的体征、尿量等指标，遵医嘱对患者进行降压治疗，给予患者

镇痛剂，注射缩宫素时有专门的医护人员陪同；注意观察产妇第二产

程的宫缩情况，明确会阴侧切指征；加强产妇第三产程的护理干预，

对紧急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④分娩后护理：胎儿娩出后要及时

告知产妇胎儿状况，稳定产妇的情绪促进产妇子宫收缩，，并对产妇

的身体状况和病情进行评估，观察并记录产妇阴道出血情况，若产妇

阴道血流量超过 100ml 则及时进行产后出血治疗。⑤病情监测：产后

密切监测患者生命其他，遵医嘱给予产妇降压及镇痛药物，注意预防

低血压；注意观察产妇的宫底及宫缩情况，若产妇宫底升高及时按压

宫底并注射缩宫素，引导出血或恶露最多则报告医师进行紧急处理。

⑥积极预防并发症：产后患者去枕平卧，8h 后改半卧位，病程引流管

及输液管的通畅，及时更换引流袋预防尿路感染，注意补充维生素及

钙离子预防先兆子痫的发生，积极预防急性左心衰，帮助产妇制定科

学、合理的饮食方案，促进产妇的康复。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产妇及新生儿护理干预效果。产妇观察指标主要包括子

痫前期、子痫及产后出血发生率，新生儿观察指标主要包括新生儿早

产发生率、体重及 Apger 评分。

1.4 数据处理

应用 SPSS18.0 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护理干预效果比较

围生期进行综合性护理干预的观察组产妇子痫前期及子痫发生率

分别为23.81%和0，产后出血发生率为4.76%，均显著低于对照组产妇，

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数据见表 1：

表 1：两组产妇护理干预效果比较 [n(%)]

组别 例数 子痫前期 子痫 产后出血

对照组 42 16（38.10） 3（7.14） 7（16.67）

观察组 42 10（23.81） 0（0.00） 2（4.76）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新生儿各项观察指标比较

围生期进行综合性护理干预的观察组新生儿早产发生率为

9.52%，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新生儿体重为（2.42±0.38）kg，

Apger 评分为（8.14±0.25）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新生儿，组间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两组新生儿各项观察指标比较  [n(%)]

组别 例数 早产（%） 新生儿体重（kg） Apger 评分（分）

对照组 42 9（21.43） 2.54±0.33 9.62±0.31

观察组 42 4（9.52） 2.42±0.38 8.14±0.2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妊高症是产科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妊娠期女性常见并发症，具

有较高的发病率。妊高症产妇流程或主动终止妊娠的几率要显著高于

普通产妇，产后大出血的发生率高达 17%[3]，有临床研究表明，对妊

高症孕妇围生期实施综合性护理干预能够有效延长产妇孕周，降低产

妇并发症发生率及死亡，减少新生儿的死亡。综合性护理干预通过改

善产妇的修养环境，提高产妇身心舒适度；通过心理护理消除或缓解

产妇紧张、焦虑等不良心理，让产妇以良好的心态面对分娩；产程观

察能够有效减少产妇并发症发生率，减少产妇产后出血的发生，降低

产妇死亡率 [4]；产后护理及并发症预防能够减少产妇产后出血的发生，

降低妊高症对产妇及婴儿的危害，提高新生儿出生质量，改善新生儿

结局，对改善母婴结局及预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

综上所述：在妊高症孕妇围生期实施综合性护理干预，能够有效

降低产妇先兆子痫、子痫及产后出血发生率，改善新生儿结局，保证

母婴健康，值得采纳应用，可在今后的临床干预工作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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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机在重症监护室中运用极为普遍，但其在运用时，极易导致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出现，为防止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的生命受到

威胁，临床需通过全面、有效的护理措施来对该疾病产生的高危因素

予以预防 [3-4]。

商云云等人 [5] 在研究中指出，对重症监护室呼吸机相关肺炎患

者运用规范性护理，可达到突出的护理效果，使并发症出现的可能性

得到降低。本次研究中，实验组的管道护理清理次数、吸痰次数和痰

痂形成次数均得到显著减少，且并发症发生率仅为 5.12%，也表明规

范性护理应用的有效性。由于常规护理在无菌操作上无法严格执行，

预防措施不够全面，会使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受到感染的几率加大，

而规范性护理注重基础护理细节，可加强护理措施的针对性和规范性，

以此达到良好的护理效果 [6]。本次对 39 例实验组采用规范性护理，

通过对重症监护室环境管理进行强化，协助患者采取合适卧位，做好

避免胃肺逆行感染的护理工作，重视呼吸道管理各方面护理干预，并

采取针对性强化护理措施和病情评估，不但可使各项高危因素得到控

制和预防，有效切断外源性传播和感染途径，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的

HCU 环境，还可促进患者抵抗力的增加，以此减少其并发症产生风险
[7-8]。因而，在重症监护室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中，规范性护理的应

用效果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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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腔镜肺癌根治术较双操作孔电视腔镜肺癌根治术的手术用时更少、

术中出血量更少、疼痛更小、住院天数更短、并发症更少，对比差异

P<0.05；在肺癌复发率方面比较，2者差异不大。

综上，单操作孔电视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对于早期肺癌的治疗是安

全有效的，还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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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见表 2。

3 讨论

针灸康复护理能够对患者皮肤与穴位进行更有效刺激，将疏经通

络、消毒化淤的功效发挥出来，从而促进患者疼痛程度的有效减轻，

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相关医学研究表明 [6]，在颈椎病患者的护理中，

针灸康复护理能够将积极的效果获取过来，从而将良好的前提条件提

供给患者康复。本研究结果表明，针灸康复护理组患者护理的总有效

率96.7%（29/30）显著高于常规基础护理组80.0%（24/30）（P<0.05），

NDI 评分显著低于常规基础护理组（P<0.05），颈椎功能恢复时间显

著短于常规基础护理组（P<0.05），生活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评分

均显著高于常规基础护理组（P<0.05），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总之，针灸康复护理在颈椎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好，值得在临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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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影响降至最低；在本次研究中，我院给予观察组病患风险管理，研

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病患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

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在血液透析的护理管理中采用风险管理，可有效减少

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并提高病患的护理满意度，有着较好的护理管

理效果，值得在临床上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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