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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全程陪伴分娩护理对分娩的影响
赵云翠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人民医院产科，云南 昆明）

摘要：目的  研究全程陪伴分娩护理的实施对分娩产生的影响，分析全程陪伴分娩护理应用的可行性。方法  研究对象均为本院接收
的 80 例产妇，将其分成两组，其中对照组纳入产妇 40 例，对其实施的是常规性的产程观察和助产；观察组纳入产妇 40 例，对其实
施的是全程陪伴分娩护理，将产程、自然分娩率、新生儿窒息率以及产妇满意度作为观察指标评价并对比对照组和观察组的效果。结
果 观察组产程短于对照组，自然分娩率高于对照组，新生儿窒息率低于对照组，产妇满意度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结论  全程陪伴分娩护理的实施具有诸多优势，既有助于提高自然分娩率，缩短产程，又可以降低新生儿窒息率，获得
更多产妇的满意，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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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虽然分娩对女性来说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但是不可否

认的是分娩对于每个女性来说都是一个持久艰难的战役。虽然
产妇对于即将分娩、即将升为人母感到兴奋，但是不少产妇还是
对生孩子时所承受的疼痛感有所担心、有所恐惧，会担心自然分
娩的过程中发生意外等，她们所出现的各种负性情绪极容易导
致她们的机体出现诸多不良的变化，会增加子宫收缩乏力、宫口
扩张缓慢等发生的可能性，会延长产程，使分娩不能顺利完成，
甚至会因产妇神经内分泌的改变、交感神经兴奋的增加、血压的
升高等升高胎儿缺血缺氧的发生率，导致胎儿窘迫的发生 [1,2]。
鉴于此且随着孕产妇对分娩的舒适需求的不断增加，全程陪伴
分娩护理被广泛应用，使产妇的分娩过程不再孤独，使分娩得以
顺利进行，有助于确保母婴安全。为了研究全程陪伴分娩护理
的实施对分娩产生的影响，分析全程陪伴分娩护理应用的可行
性，对如下两个组别产妇实施效果观察，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1   临床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均为本院接收的 80 例产妇，将其分成两组，其中对
照组纳入产妇 40 例，最大年龄 34 岁，最小年龄 23 岁，孕周
最长 41 周，孕周最短 38 周，有分娩史者 23 例，无分娩史者
17 例；观察组纳入产妇 40 例，最大年龄 36 岁，最小年龄 22
岁，孕周最长 41 周，孕周最短 39 周，有分娩史者 22 例，无分
娩史者 18 例，两组产妇均为单胎、头位，均不存在妊娠合并
症以及其他高危妊娠因素，对照组和观察组产妇在临床资料
上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可以进行对比。
1.2   方法

对对照组产妇实施的是常规性的产程观察和助产。对观
察组产妇实施的是全程陪伴分娩护理，具体方法：除了在分娩前
对产妇实施健康宣教，指导其对自然分娩加以正确的认识，指导

其掌握分娩阶段调节呼吸的方法、自由体位等注意事项外，还强
化对产妇的心理疏导和情感支持，多向其说明本院分娩环境、设
备、医护人员水平以及自然分娩成功产妇的事例，增强产妇自然
分娩的信心，通过指导其采取合适的体位，对其实施治疗性触
摸、按摩，帮助产妇分散注意力，使其疼痛感得以减少，使其所承
受的分娩痛苦得以减少。第一产程时，鼓励并协助产妇进行适
当的下床活动，鼓励其进食、饮水，不断鼓励和安抚产妇，使其因
疼痛产生的一些负性情绪得以减少。第二产程时，帮助产妇进
行腹压，当产妇因难忍疼痛而大声喊叫、哭闹时，及时通过紧握
产妇的双手给予产妇安全感，安抚其平稳情绪，鼓励并指导产妇
在合适的时机用力，指导其在宫缩期间适当休息、保存体力，不
断肯定产妇的勇敢表现，坚定其分娩的信心。第三产程时，告诉
产妇成功分娩出宝宝，将宝宝和产妇进行皮肤接触，恭喜产妇，
同时指导产妇不要过于激动，告诉产妇还需要进行一些操作。
产后 2h 内对产妇的血压情况、子宫收缩情况以及阴道流血情况
等进行严密的观察和记录，在产妇体力有所恢复时告诉其一些
产褥期保健知识、母乳喂养知识、新生儿护理知识等，观察 2h 后
无异常可以让其返回母婴病房休息。
1.3   观察指标

将产程、自然分娩率、新生儿窒息率以及产妇满意度作
为观察指标评价并对比对照组和观察组的效果。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s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进行检验，采用率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两组之间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对照组产妇满意度低于观察组产妇，产程、自然分娩率

以及新生儿窒息率不如观察组有优势，两组之间具有统计学
差异（P<0.05）。详细比较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对照组和观察组产妇满意度、产程以及自然分娩率等的比较

组别
满意程度

产程（h） 自然分娩率（%） 新生儿窒息率（%）
很满意（n） 较满意（n） 不满意（n） 满意度（%）

对照组（n=40） 16 16 8 80.0 12±0.42 75.0（30/40） 7.5（3/40）

观察组（n=40） 20 18 2 95.0 8±0.50 95.0（38/40） 0（0/40）

3   讨论
分娩是女性必然会经历的一个特殊过程，虽然分娩是一

种自然的生理过程，但其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环境因素、产
妇心理因素、产妇体力、产道因素、胎儿情况等都会对产妇是
否可以顺利完成分娩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3]。尤其是一些产
妇容易出现一些负性情绪，如紧张、焦虑、害怕等，这些负性
情绪会使其体内儿茶酚胺的分泌量增加，导致宫缩处于乏力
状态，延长其产程，会升高难产概率，增加产后出血量 [4,5]。以

往分娩时产妇都是处于“孤军”状态，医护人员往往仅对产妇
实施简单的医疗处理，而忽视产妇所具有的整体性、社会性
的特点。在这样的过程中产妇往往不能处于放松状态，分娩
信心不足，影响着产程的顺利进行。而实施全程陪伴分娩护
理，充分考虑到产妇的需求，通过给予产妇健康宣教、心理安
抚、分娩指导等可以增加产妇的安全感，消除其对分娩产生
的各种负性情绪，使其可以更加有信心顺利完成分娩，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产妇对分娩疼痛的耐受力，同时可以使产

·临床监护·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8 年第 18 卷第 71 期  241 

投稿邮箱 ：sjzxyx88@126.com

妇更好地依从指导在宫缩间歇期合理休息、保存体力，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有效的宫缩，促进分娩的顺利进行 [6,7]。具体来说，
通过健康宣教可以增加产妇对自然分娩的正确认识，指导其正
确掌握分娩过程中需要配合的事项；通过心理疏导可以安抚产
妇的焦虑、紧张情绪，指导其正确调节心理状态，以积极心理状
态应对分娩；通过产程陪伴可以增加产妇的安全感，其中抚摸、
按摩方法的应用帮助产妇缓解阵痛感，鼓励、安抚的持续性给
予可以消除产妇的各种负性情绪，使其坚定自然分娩的信心，
分娩中的指导、分娩积极进程的随时告知可以让产妇在分娩中
感受到关怀，使其在指导和鼓励中顺利完成分娩；通过产后观
察和指导可以及时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最大限度地减少不良
情况所带来的危害性，可以使产妇对产褥期的卫生知识、母乳
喂养知识、护理新生儿知识等有所了解，使产妇在提高自我保
健能力的同时，适应自身角色的转变 [8-10]。在上述两组对比结
果中发现，观察组产程短于对照组，自然分娩率高于对照组，新
生儿窒息率低于对照组，产妇满意度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5）。由此证实了全程陪伴分娩护理的实
施不仅具有可行性，且具有推广的价值。

总而言之，全程陪伴分娩护理的实施满足了产妇的全方
位需求，让分娩不再是冰冷冷的程序化，让产妇获得尊宠和安
全感，有助于提高自然分娩率，有助于产妇以轻松的状态顺利
完成分娩，缩短产程，降低新生儿窒息率，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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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危重症患者皮肤护理重实施预见性护理，结果显示，该组
患者发生压疮以及皮肤破损的概率明显较仅接受常规护理
的对照组低，P<0.05。该项研究结果表明，对危重症患者实
施预见性护理的效果显著，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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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固然可以进一步加强患者对糖尿病相关防治知识的正确认
识，但是出院后一些患者自我保健意识差，自我管理意识欠
缺，无法遵循指导坚持长期、规律且有效的血糖管理，无法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6,7]。而延续性护理干预的实施将护理干
预从院内延伸至出院后，实现了护理干预的不间断和可持续，
实现了对出院的糖尿病患者健康的持续性监督，通过定期进
行电话随访，开展糖尿病病友会、糖尿病防治知识讲座等活
动，及时了解患者出院后自我管理情况，进一步拓宽出院后糖
尿病患者获取健康知识的渠道，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其自我保
健意识和自我管理意识，引导其积极加强自我管理，以进一步
降低因血糖控制不佳、自我管理效果不好造成的急性并发症
的发生率，避免患者再次因血糖控制不佳住院的概率 [8-10]。

出院后实验组患者中能够做到合理饮食、合理运动、合理用
药、定时监测血糖的患者占比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这提示实验组出院的糖尿病患者的依从性更好，更加能
够遵循指导加强自我管理。本组对比结果还显示：实验组急性并
发症发生率和再次住院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这提示随着出院糖尿病患者依从性的提高，其血糖控制可
以更加理想，利于并发症的减少，利于减少患者再次住院的可能性。

综合以上论述可知，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延续性护理干预
有助于促进患者出院后遵循指导进行自我保健，使其依从性
得以提高，有助于减少急性并发症，减少患者再次住院的可
能性，应用价值大，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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