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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心理护理在产前胎心监护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某院2023年1月-2023年12月

期间接受产前胎心监护的孕妇90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将孕妇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

每组各45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强心理护理,对比分析两组孕妇产前心理

状态、胎心监护结果以及满意度。结果：研究组孕妇心理焦虑方面得到显著改善,胎心监护结果准确度

和孕妇满意度也明显提高,和对照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心理护理在产前胎心监护中

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不仅有助于缓解孕妇的紧张情绪,提高孕妇的心理健康水平,还能提高胎心监护的

准确性和孕妇的满意度,建议在产前胎心监护中加强心理护理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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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renatal fetal heart 

monitoring. Methods: selected in January 2023-December 2023 to accept prenatal fetal heart monitoring of 

pregnant women 90 cases, using the method of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of pregnant women into control group 

and research group, each group, control group accept routine care, research group based on strengthen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groups of pregnant women prenatal psychological state, fetal 

heart monitoring results and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psychological anxiety of pregnant wome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accuracy of fetal heart monitoring results and maternal satisfaction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in prenatal fetal heart monitoring. It can not only help to relieve the 

tension of pregnant women,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pregnant women, but als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fetal heart monitoring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regnant women.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renatal fetal heart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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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孕期健康管理中,产前胎心监护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通过监测胎儿的心率来评估胎儿的健康状况,为早期识别和

处理可能的异常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对于许多首次经历孕

期的孕妇而言,胎心监测过程可能会引发焦虑、紧张和担忧等

心理反应,不仅影响孕妇的心理健康,甚至可能对胎心监测结

果造成干扰,因此将心理护理融入产前胎心监护的过程,对于

提升孕妇的心理健康状态、保证胎心监护质量和孕妇满意度

具有重要的意义[1]。本研究探讨心理护理在产前胎心监护中的

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某院2023年1月-2023年12月期间接受产前胎心监护的

孕妇90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将孕妇分为对

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45例,对照组产妇年龄范围为22-37岁,平

均年龄(28.1±1.6)岁,孕周范围37-40周,孕周平均(38.6±0.5)

周；研究组产妇年龄范围为21-38岁,平均年龄(28.2±1.4)岁,

孕周范围37-41周,孕周平均(38.8±0.6)周；两组产妇一般资料

对比(P＞0.05)。 

纳入标准：属于单胎妊娠；孕周≥37周；无精神障碍；家

属及产妇同意本次干预措施,签署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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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合并妊娠高血压等妊娠并发症；确诊胎儿具有

先天性疾病；产妇精神异常无法开展交流。 

1.2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护士对孕妇进行详细的产前教育,

解释胎心监护的重要性和操作流程,使孕妇对胎心监护有充分

的认识和准备,指导孕妇正确体位和放松技巧,确保胎心监护的

准确性。定期对孕妇进行胎心监护检查,记录胎心率的波动情况,

在监护过程中护士密切关注胎心率的变化,一旦发现异常,立即

通知医生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监测孕妇的血压、脉搏等生命体

征,确保孕妇的身体状况稳定。除了胎心监护外,护士还为孕妇

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关注孕妇的饮食和休息情况,指导孕妇合理

搭配营养,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与孕妇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

耐心解答她们的问题,缓解她们的紧张情绪。根据孕妇的实际情

况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对于高危孕妇加强监护和护理,确保

母婴安全,对于需要特殊照顾的孕妇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人员,

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2]。 

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强心理护理：护理人员在接触

孕妇时主动介绍自己,并详细解释产前胎心监护的重要性和目

的,通过亲切的语言和态度与孕妇建立信任关系,使她们感受到

关怀和支持,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孕妇更加配合护理工

作,提高护理效果。在孕妇入院后,护理人员采用专业的心理评

估工具对孕妇进行心理状况的评估,通过评估可以了解孕妇的

焦虑、抑郁等情绪状态,以及她们对胎心监护的认知和态度,根

据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心理护理计划,满足孕妇的不同需求。

在胎心监护过程中,孕妇会因为担心胎儿的健康而产生紧张、焦

虑等情绪,此时护理人员主动与孕妇沟通,倾听她们的感受和疑

虑,提供情绪支持,采用安慰、鼓励等语言技巧,帮助孕妇缓解紧

张情绪,增强她们的信心和勇气,同时指导孕妇进行深呼吸、放

松训练等放松技巧,帮助她们放松身心,减轻压力。孕妇在产前

胎心监护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疑虑,包括胎心率的波

动、胎儿的活动情况等,护理人员耐心解答孕妇的疑虑,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解释胎心监护的结果和意义,帮助孕妇了解胎儿的

健康状况,向孕妇介绍一些有关产前保健和分娩的知识,帮助她

们更好地应对分娩过程。护理人员定期为孕妇提供心理教育和

辅导,这些教育和辅导内容包括产前心理准备、分娩过程中的心

理调适、产后心理恢复等,通过这些教育和辅导,孕妇可以更加

全面地了解分娩过程,掌握应对分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心理问

题的技巧和方法,鼓励孕妇与家人、朋友交流,分享彼此的感受

和经验,共同面对分娩过程中的挑战。每个孕妇的心理状况和需

求都是不同的,因此护理人员根据孕妇的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

的心理护理计划,对于焦虑情绪较重的孕妇,护理人员加强与其

的沟通和交流,提供更多的情绪支持和安慰,对于需要特殊照顾

的高龄孕妇、多胎妊娠等,护理人员制定更加详细的护理计划,

确保她们得到充分的关注和照顾。除了心理护理外,护理人员努

力营造舒适的环境,为孕妇提供更加舒适、温馨的护理体验,保

持病房的整洁和安静,为孕妇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在胎心监护

过程中,注意调节监护仪器的声音和光线,避免对孕妇造成不必

要的干扰。在孕妇出院后,护理人员进行跟踪随访,通过电话、短

信等方式了解孕妇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提供必要的指导和

帮助,这种跟踪随访有助于及时发现和解决孕妇在产后可能出

现的心理问题,促进她们的身心健康恢复[3]。 

1.3评价标准 

孕妇产前心理状态通过焦虑(SAS)自评量表进行评估,无焦

虑：SAS评分在50分以下,轻度焦虑：SAS评分在50～59分区间,

重度焦虑：SAS评分在60分及其以上,SAS自评量表的总分范围为

0-100分,分数越高表示焦虑程度越严重[4]。 

胎心监护结果观察胎心率的基线率、振幅、周期、加速、减

速等指标以及宫腔压力的变化情况,胎心监护满分为10分,根据

基线率、振幅、周期、加速、减速五项指标进行评分,每项指标

分值为0-2分,五项分值相加为胎心监护总分值,胎心监护总评

分8-10分为正常情况,说明胎儿状态良好,没有出现宫内窒息,

胎心监护总评分为7分及以下,伴随胎动减少,说明胎儿存在不

同程度的缺氧,需要及时处理,胎心监护的总分范围为0-10分,

分数越高代表胎儿状态越好。 

孕妇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评估,

问卷内容包括服务态度、技术水平、沟通效果等方面,满意度分

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四个等级,满意度评分的范围

从1(非常不满意)到5(非常满意)。 

1.4统计学计算 

使用SPSS 22.0软件处理数据时,对于计数资料应采用X²检

验,对于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通过比较P值与设定的显著性水平

(通常为0.05),可以判断观察到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研究组孕妇心理焦虑方面得到显著改善,胎心监护准确度

和孕妇满意度也明显提高,和对照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5),见表1。 

表1  两组孕妇产前心理状态、胎心监护结果以及满意度对比 

[x±s] 

组别 例数 满意度

研究组

对照组

＜ ＜ ＜

SAS评分(分) 胎心监护结果准确度(%) (%)

45 42.1 ± 6.5 97.8(44/45) 95.6(43/45)

45 58.3 ± 7.2 86.7(39/45) 82.2(37/45)

t/X 3.88 12.07 11.3

P 0.05 0.05 0.05

2

 

3 讨论 

产前胎心监护是一种非侵入性医学检测手段,评估胎儿的

健康状况,特别是胎儿在子宫内的心率和其他生理参数,这一监

测过程通常通过胎心率监测仪来实现,该设备能够记录胎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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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的速率和节律,帮助医生识别可能的胎儿窘迫迹象。产前胎心

监护是孕期管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维护胎儿和

母亲的健康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常规护

理的基础上加强心理护理的研究组,孕妇的心理健康状况得到

显著改善,胎心监护的准确性和孕妇的满意度有所提高,表明心

理护理在产前胎心监护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不仅能有效降

低孕妇的心理焦虑和抑郁症状,提高孕妇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

同时还能促进胎心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提升孕妇的整体满意

度。个性化的心理辅导和支持能够为孕妇提供一个宣泄压力、分

享经验的平台,有助于降低孕妇的紧张情绪和不安感,从而创造

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利于胎心监护的顺利进行。通过心理健

康教育,孕妇能够更加了解产前胎心监护的重要性,学习到更多

缓解心理压力的方法,不仅能提升孕妇的自我护理能力,还能增

强她们对护理工作的信任和合作,进一步提高胎心监护的效果。

心理护理还包括对孕妇家属的心理支持,通过家庭参与,加强孕

妇的社会支持网络,进一步稳定孕妇的心理状态[5]。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在产前胎心监护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

值,能够有效地提升孕妇的心理健康水平,增强胎心监测的准确

性,提高孕妇满意度,建议医疗机构在产前胎心监护中加强心理

护理的实施,为孕妇提供全面、细致的心理关怀与支持,进一步

提升产前胎心监护的质量和效果,保障孕妇及胎儿的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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