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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宣教及产前保健的实施效果评价

张素青

（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卫生院　山东　菏泽　２７４０００）
【摘要】目的：分析孕期宣教及产前保健的实施效果，旨在为今后的护理工作提供参考。方法：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将８０例

孕妇作为此次评估对象，所有入选孕妇均进行随机分组（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各４０例的两组，组别设置：研究组（给予孕期宣教及产
前保健）、对照组（常规护理），对孕期宣教及产前保健的应用价值进行评估。结果：满意度对比显示，研究组高于对照组，分析有意义（Ｐ
＜０．０５）；研究组自我护理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统计学有意义；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对比后，研究组优于对照组，统计学有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孕期宣教及产前保健可行性较高，在产妇护理中优势显著，对提升孕妇自我护理能力、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具有积极意
义，各院可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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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妇对营养饮食有强烈的敏感反应。在孕期如果出现营养不
良，就会直接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对分娩方式产生直接影

响［１］。因此，为了保证孕妇和胎儿的健康，避免妊娠疾病，实施孕

期宣教及产前保健，保持营养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受到临床医学界

的高度重视［２］。实践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孕妇对孕期及产前保

健的知识了解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对分娩结局产生消极影响。因

此，孕期应加强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以促进孕妇充分掌握相关健

康知识，保证每天所需营养的合理摄入，提高自我保健管理能力，

实现最佳分娩［３］。本文以８０例孕妇为例，对孕期宣教及产前保健
应用价值进行分析，现具体研究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内容经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将８０例（选取时间：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孕妇按照随机分组法进行分组，收集临
床资料进行研究：研究组、对照组。对照组４０例：年龄最大取３８
岁，年龄最小取２２岁，平均年龄为（３０．４９±１．５９）岁。研究组４０
例：平均年龄为（３０．１８±１．６７）岁（年龄区间为２０－３６岁）。通过
ＳＰＳＳ２６．０软件，对两组以上数据资料进行对比，结果显示 Ｐ＞０．
０５，分析无意义，可以对两组进行下一步分析。

纳入标准：（１）资料完整；（２）８０例孕妇及家属均自愿配合，并
保持知情态度。

排除标准：（１）严重精神、意识障碍；（２）中途退出研究；（３）恶
性肿瘤疾病；（４）依从性差；（５）重大疾病史、过敏史；（６）血液疾
病；（７）心、肝、肾等脏器病变者；（８）语言、智力障碍；（９）自身免疫
性疾病。

１．２方法
对照组：孕期常规护理。定期监测血糖水平和运动，遵循一日

三餐的原则，制定合理的饮食结构，确保营养均衡，提供膳食指导。

研究组：孕期宣教及产前保健，具体实施措施为：（１）心理干
预：加强与孕妇进行沟通，及时掌握孕妇的心理变化，评估其紧张、

抑郁及焦虑状况，随后结合实际评估结果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消除

其疑虑。加强人文关怀，告知其家人多给予关爱，共同帮助孕妇缓

解负面情绪，尽可能满足其需求，促进孕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建立克服相关困难的自信。对于其提出

的疑虑问题，需耐心为其解答，加强分娩相关认知，提升自我健康

管理意识及能力。（２）生活方式干预：鼓励孕妇掌握正确的生活
饮食习惯，结合其实际状况对孕妇的生活方式进行指导，每天定时

休息，保证充足睡眠，及时纠正不良行为，禁止酗酒、吸烟。同时，

要多注意个人卫生，并告诉孕妇不要多做剧烈运动，坚持循序渐进

的原则，防止劳累过度。（３）营养干预：对孕妇自身的机体状况进
行分析，随后为其推荐专业的营养顾问，结合胎儿发育情况、孕妇

的体重、身高等信息，制定有针对性的膳食计划，防止营养过剩的

同时，满足其营养需求，降低巨大儿或低体重儿的发生风险。对于

缺乏相关微量元素的孕妇，引导补充适量的叶酸／维生素 Ｄ。（４）
预防孕期并发症：鼓励孕妇要进行相关的产前检查，多注意是否有

异常，及时入院接受检查，进而有效抑制并发症的发生。（５）开展
集体活动：增加孕妇之间的交流，定期开展讨论和学习活动，有助

于提高孕妇对孕期保健和新生儿喂养的了解，如喂养技能、分娩知

识等。

１．３观察指标
对两组自我护理能力进行分析，研究指标为自测血糖、合理饮

食、适当运动、定期产检、卫生习惯，总分设置为１００分，每项总分
２０分，分数越高，表示自我护理能力越好；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分
析：产后保健、母乳喂养、孕期营养支持、产前保健，每项总分设置

为１０分，分数与各指标状况成正比；满意度（总分设置：１００分）：
９０分以上、６０－９０分、６０分以下，上述分值区间分别表示为非常
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

１．４统计学分析
在ＳＰＳＳ２６．０中输入所有样本资料，计量资料检验方式、表示

形式分别为Ｔ、ｘ±ｓ；计数资料检验方式为Ｘ２，表示形式为ｎ％。分
析统计学处理结果，若结果显示Ｐ＜０．０５，表示对比有意义。
２　结果
２．１自我护理能力：对照组患者各指标评分均低于研究组，数据差
异有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下转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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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７０ ５５ １４ １ ９８．５７％
对照组 ７０ ３８ ２０ １２ ８２．８６％
χ２ ５．６８３
Ｐ值 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手术是对结直肠癌进行治疗相对有效的方法，随着医疗设备、

微创理念的完善，结直肠癌治疗的选择更加多样化，微创术式在减

少创伤、提高恢复效率等方面发挥了优势。结直肠癌在内镜辅助

下完成手术，为施术者提供了了更良好的视野，有利于对微小病灶

的处理，提高了手术安全性，同时也减少了术后并发症［２］。

传统的护理方法虽然能够一定程度满足患者生理方面的基础

需求，但对于患者应激反应的改善和康复效率的提高效果并不理

想，同时随着微创理念的发展，传统的护理理念也需要进行针对性

的优化，从而更加符合微创理念的需求，比如一些患者耐受相对良

好，能够放宽术前胃肠准备环节，术后也可以融入早期康复理念，

指导患者及早进食和下床活动［３］。快速康复外科理念是一种先

进的理念，重点是通过医护人员提供给患者一系列经过优化且实

践有效的措施，让患者在围手术期保持更加良好的心理状态，减轻

应激反应和生理以及心理方面的创伤，进而帮助患者减少并发性，

提高恢复效率。将之用于结直肠癌手术患者，重视术前评估工作，

帮助患者积极改善身体机能，保障手术安全性；加强认知和心理的

干预，让患者正确的认识到自身状况，了解自我观察要点和术后康

复的重点。传统理念认为患者手术前要进行常规的肠道准备，但

现代康复理念认为这种方法会对患者的肠道菌群造成影响，也容

易造成脱水状况，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种应激源，因此快速康复外

科理念将之放宽，不主张严格的进行胃肠准备［４］。同时，术前常

规的禁食容易引起低血糖，降低患者的耐受能力，也会使术中输液

量增加，而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将术前禁食、禁水时间缩短，同时在

术前予以碳水化合物饮料，不仅能够促进胃酸 Ｐｈ降低，还能提高
患者的耐受能力，保障手术安全性。同时，融入早期康复理念，鼓

励患者及早进食，对胃肠蠕动有促进作用，提高患者抵抗感染的能

力；同时加速康复外科理念不主张常规留置引流管，同时提倡充分

镇痛，为患者及早下床活动打下基础，护理人员指导和鼓励患者及

早下床活动，提高机体新陈代谢，改善机体功能，为更早康复提供

有利条件［５］。

综上所述，结肠直肠癌患者护理中实施快速康复外科理念能

够提高手术安全性和手术后的恢复效率，减少并发症，减少患者的

痛苦，也是能够获得患者更高满意度的护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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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自我护理能力对比（分，ｘ±ｓ）

组别 例数 适当运动 卫生习惯 自测血糖 合理饮食 定期产检

研究组 ４０
１８．５６
±１．２５

１８．１１
±１．５９

１８．７８
±１．１４

１８．２３
±１．２２

１８．３６
±１．５５

对照组 ４０
１５．８９
±１．３６

１６．１２
±１．０４

１６．０１
±１．１２

１６．３６
±１．１４

１６．２２
±１．１５

Ｔ － ９．１４１７ ６．６２４４ １０．９６２２ ７．０８３１ ７．０１２６
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分析：对照组产后保健、母乳喂养、孕期营
养支持、产前保健各指标评分分别为（７．１１±１．１４）分、（７．５６±１．
０２）分、（６．３９±１．１４）分、（６．４５±１．０３）分；研究组上述指标状况
评分分别为（８．１２±１．３３）分、（８．６５±１．１４）分、（７．８９±１．２３）分、
（７．９６±１．４４），前者评分均低于后者，统计学差异分析有意义（Ｔ
＝３．６４６６、４．５０６５、５．６５６８、５．３９４１，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满意度统计学分析结果对比：研究组非常满意、一般满意、不
满意、总满意例数分别为２６（６５．００％）例、１３（３２．５０％）例、１（２．
５０％）例、３９（９７．５０％）例；对照组非常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总
满意例数分别为１２（３０．００％）例、２０（５０．００％）例、８（２０．００％）例、
３２（８０．００％）例，Ｘ２＝６．１３４６，Ｐ＝０．０１３２，表示数据差异分析结果
有意义。

３　讨论
怀孕和分娩是一个特殊的生理阶段。在这个阶段，孕妇的生

理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受外界的影响也很大，容易产生各种问

题，导致孕妇体征异常［４］。相关学者研究表明，对孕妇进行健康

教育及产前保健，有利于提高对怀孕和分娩相关知识的认识，帮助

孕妇调整心理状态，提高分娩适应能力。同时，通过宣传母乳喂养

知识，指导注意产褥期卫生，正确母乳喂养，有助于降低产褥期感

染等并发症的发生率［５］。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较高，自我

护理能力及满意度显著提升，与对照组相比优势显著，表明孕期宣

教及产前保健对分娩结局具有积极意义，可以提升产妇自我护理

能力。其原因分析结果显示：通过孕期营养指导，有效地制定合理

的饮食计划，保持营养均衡，有利于改善孕妇的营养状况，减少并

发症。除此之外，通过孕期并发症的预防、心理、生活习惯、集体活

动、营养等方面为孕妇提供优质的健康教育干预服务，有利于预防

营养不良，缓解孕妇的负面情绪，保证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利于预后。

总之，健康教育具有针对性、可预见性、合理性的优点，通过制

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消除不利因素，提高孕妇健康认知水平，

保持良好的分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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