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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在产检中应用人本护理的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1月～2021

年1月间在我院接受产检的妊娠期高血压患者86例进行研究,采用随机法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43例,分

别实施常规护理和人本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评分、并发症发生率、护理前后血压变化、

新生儿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实验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评分、并发症发生率、新生

儿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护理后血压指标均低于对照组,同时实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在产检过程中接受人本护理服务,可以有效改善患者血压

指标,降低患者和新生儿发生并发症概率,有利于患者预后,建议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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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humanistic nursing in prenatal examination of hypertensive pregnancy 
Qiong Lin 

Cenxi People's Hospital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humanistic nursing in obstetric examination for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Methods: A total of 86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who received obstetric 

examin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for study,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43 cases in each group,and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human-centered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pectively.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changes in blood pressure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occurrence of neonatal complication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the incidence of neonatal complications and post-nursing blood pressure index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receive humanistic nursing service in the process of prenatal 

examin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blood pressure index,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and neonates, is conducive to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It is recommended for clinical use. 

[Key words]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prenatal examination; humanistic care 

 

妊娠期高血压是女性妊娠期特有的疾病,包括子痫、高血压

以及相关合并症,该疾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血压指标显著升高、

蛋白尿、恶心呕吐等。有接近10%的妊娠期产妇会出现妊高症,

发病后会导致患者的神经系统出现损伤[1],甚至会导致患者死

亡,与此同时,妊高症也是导致成功分娩率下降以及新生儿发育

不良的主要原因,因此,对妊娠期高血压患者进行产前检查时控

制其高血压症状的有效手段,而应用良好的临床护理手段可以

有效提升患者产前检查依从性,改善患者情绪状态[2]。为了探讨

人本护理措施的应用效果,本次研究对86例妊娠期高血压患者

进行分析,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86例妊娠期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于

2020年1月~2021年1月间在我院接受产检,将86例患者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实验组,其中对照组43例,年龄24~41岁,平均年龄

(29.25±2.84)岁,孕周36~42周,平均孕周(39.26±1.93)周,初

产妇24例,经产妇19例；实验组43例,年龄23~41岁,平均年龄

(29.27±2.82)岁,孕周36~42周,平均孕周(39.25±1.94)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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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25例,经产妇18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有可比性。 

1.2护理方法 

1.2.1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产前检查护理干预,由护理人员为患

者讲解检查相关注意事项,患者根据检查单项目接受产前检查。 

1.2.2实验组 

实验组患者在常规产前检查护理基础上加施人本护理干预,

具体包括如下几方面： 

(1)预约服务。为了体现人本理念,满足患者在快节奏生活

中的就医需求,提高医护服务质量,医院可以开启预约检查模式,

患者可以采用电话预约、网络预约等方式,提前预定就诊时间,

医院根据预约的患者数量、时间改进医护人员配置,避免患者就

诊过程中长时间等待,可以有效提升患者满意度,避免产生医患

纠纷[3]。(2)环境护理。为保障患者就诊舒适度,护理人员应该

积极开展环境护理,保障检查室内的环境良好,患者可以在干净

整洁、空气清新的环境下就诊,此外,可以利用鲜花植物、挂画

装饰等物品点 环境,在保障环境美观度的同时,还可以适当播

放一些轻柔舒缓的音乐,帮助患者放松心情,使其愿意配合检查。

等候室内可以放置一些健康宣教图册,适当转移患者注意力,减

轻其紧张情绪[4]。另外,可以鼓励患者的家属陪伴其进行检查,

护理人员通过对其讲解疾病检查相关注意事项和知识,可以促

使检查顺利完成,也能避免患者因检查产生焦虑心理。(3)心理

护理。患者需要保持良好愉悦的心情才能确保检查工作顺利完

成,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密切监测患者的心理状态,护理人员可以

每天用温和的语气与患者进行交流和沟通,在交流期间注意用

词和态度,交流沟通过程中还要注意患者的心理状态变化,在

发现患者产生焦虑、紧张等不良心理后,护理人员需要第一时

间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避免患者因为过度焦虑而导致血压

提升。除此之外,护理人员还应该明确告知患者妊娠期高血压

的相关治疗措施以及注意事项,提醒患者积极配合,以达到理

想预后效果[5]。(4)检查中护理。在患者接受检查时,护理人员

需要保持良好的态度,积极、耐心的为患者解答问题,使患者感

受到医护人员的热情,另外,通过医护人员的解答,患者对医院

的信任感会得到提升,同时也能提高其治愈信心,使其配合检

查。在产检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提供体贴且人性化的服

务,及时为患者提供引导,避免患者因为不熟悉检查流程而来回

奔波,甚至导致患者出现意外事故[6]。(5)建立健康档案。为了

更好的落实人本思想,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检查护理服务,护理

人员需要为每一位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其中需要记录患者的血

压指数、变化以及相关检查数据,与此同时,护理人员还要根据

患者的实际血压变化情况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宣教,积

极为患者解答相关问题。(6)生活护理。在患者接受产前检查期

间,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制定符合其需求的饮食方案,尤其是针

对一些饮食习惯不够健康的患者,护理人员需要对其进行健康

教育,指导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同时提醒患者进行适当运动

锻炼[7],有利于帮助患者提高机体素质,降低血压指标。(7) 后

一次产前检查护理。在患者即将分娩之前,会因为阵痛以及对手

术的恐惧而产生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不利于患者预后,因此

护理人员应该在患者接受 后一次产前检查时,为患者进行简

单的分娩知识讲解,从而减少患者的负性情绪。除此之外,护理

人员还要及时告知患者,在其分娩过程中护理人员会对其进行

有效协助,从而帮助其顺利完成分娩,同时还会为其做好相对应

的准备工作,包括清理产道、伤口护理等,以此来提高患者的安

全感。受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可能对灌

肠、导尿等护理操作产生抵触情绪,若护理人员未与其进行有效

沟通,就会导致患者难以接受,因此在进行上述操作之前,护理

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耐心解释和劝导,避免患者产生抗拒心理,

影响正常的护理操作。护理人员需要尽量提高自身的操作水平,

做到保质保量完成护理工作,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患者舒适感,

充分体现出人本护理理念。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评分、并发症发生率、护理前

后血压变化(收缩压、舒张压)、新生儿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护

理满意度。 

采用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评估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抑郁

情绪评分,每项满分100分,得分越高表示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

绪越严重。 

并发症包括子痫、胎盘早剥、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发生率

=(发生并发症例数/总例数)×100%。 

新生儿并发症包括宫内窘迫、窒息、死亡,新生儿并发症发

生率=(发生并发症例数/总例数)×100%。 

护理满意度分为很满意、满意和不满意三个维度,护理满意

度=(很满意+满意)/总例数×100%。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采用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对比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评分 

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护理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评分显

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1所示。 

表1  对比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评分(分) 

组别 例数 焦虑情绪评分 抑郁情绪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3
71.31±

8.52

60.94±

8.76

67.37±

8.26

59.32±

9.18

实验组 43
70.63±

8.69

45.31±

7.67

65.93±

9.08

42.17±

8.66

t 0.3664 8.8027 0.7693 8.9112

P ＞0.05 ＜0.05 ＞0.05 ＜0.05
 

2.2对比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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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患者发生并发症概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如表2所示。 

表2  对比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组别 例数 子痫 胎盘早剥
肾功能衰

竭

并发症发

生率

对照组 43 3(6.97) 5(11.62) 3(6.97) 11(25.58)

实验组 43 1(2.32) 0(0.00) 1(2.32) 2(4.65)

X2 7.3404

P ＜0.05
 

2.3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压变化 

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血压指标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护理干预后,实验组患者血压指标更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3所示。 

表3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压变化(n=43,mmHg) 

组别 收缩压 舒张压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159.29±

12.71

139.87±

9.22

106.85±

10.29

97.31±

8.94

实验组
158.26±

12.85

126.71±

9.35

106.87±

10.31

80.94±

6.32

t 0.3737 6.5718 0.0090 9.8047

P ＞0.05 ＜0.05 ＞0.05 ＜0.05
 

2.4对比两组新生儿并发症发生情况 

实验组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如表4所示。 

表4  对比两组新生儿并发症发生情况 

组别 例数 宫内窘迫 窒息 死亡
新生儿并发

症发生率

对照组 43 2(4.65) 3(6.97) 1(2.32) 6(13.95)

实验组 43 0(0.00) 0(0.00) 0(0.00) 0(0.00)

X
2

6.4500

P ＜0.05
 

2.5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如表5所示。 

表5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组别
例

数
很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

度

对照组 43 13(30.23) 18(41.86) 12(27.90) 31(72.09)

实验组 43 17(39.53) 24(55.81) 2(4.65) 41(95.34)

X2 8.5317

P ＜0.05
 

3 讨论 

从我国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发展形势来看,妊娠期高血

压患者在产前检查过程中,所接受的护理服务仍然较为单一

且效率不高,对患者妊娠结果会产生直接影响,甚至会导致患

者出现妊娠并发症,对患者和新生儿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极

大危害[8]。随着我国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人民对于医疗护理

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必须对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的产前

护理服务提出更高要求。 

传统临床中针对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多采用常规产前护理

模式干预,但是这种护理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人民对于护

理工作的要求,因此,必须对产前检查护理模式进行优化,人

本护理模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9]。人本护理是一种坚

持以人为本作为基本护理原则的服务模式,倡导加强护理人

员与患者之间的高效沟通,从而缓解愈发紧张的医护人员与

患者之间的关系。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属于特殊群体,受疾病和

妊娠反应的影响,患者容易产生焦虑、紧张、抑郁等不良情绪,

使患者心理状态过于脆弱,给患者的产前检查工作带来了极

大困难[10]。采用人本护理方式,可以加强护患沟通,为患者提

供高效、舒适的护理服务,有助于患者预后。本次研究结果显

示,相比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评分、并发症发

生率、血压指标、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均更低,且实验组患者

护理满意度更高。 

综上所述,在妊娠期高血压患者产前检查过程中,应用人本

护理效果显著,有较高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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