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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自然流产女性的心理问题及护理干预方式，旨在深入理解自然流产对女性心理健

康的影响，识别她们在这一特殊时期可能遇到的心理困扰，如焦虑、抑郁、自责和悲伤等情绪。

自然流产的发生原因多种多样，包括胚胎染色体异常、母体因素、父亲因素以及环境因素等。

其中，胚胎染色体异常是最常见的流产原因，约占流产原因的 50%—60%。通过有效的护理干

预，我们希望能够为这些女性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帮助她们调整心态，缓解心理压力，从而

促进其身心康复。同时，研究将探索不同护理干预措施的效果，为临床实践中制定更加个性化

的心理干预方案提供依据，对于自然流产的女性，除了给予必要的医疗治疗外，还需要关注其

心理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为她们未来的生育计划创造积极的心理环境，以期提

高自然流产女性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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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vestigating the psychological issues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 approaches for women
experiencing spontaneous abortion aim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spontaneous abortion on
women's mental health, identifying th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hey may encounter during this special
period, such as emotions of anxiety, depression, self-blame, and grief. The causes of spontaneous
abortion are diverse, including embryonic chromosomal abnormalities, maternal factors, paternal factor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mong which embryonic chromosomal abnormalities are the most common
cause, accounting for approximately 50%-60% of abortion cases. Through effe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we hope to provide these women with the necessary psychological support, helping them
adjust their mindset and alleviate psychological stress, thereby promoting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recovery. Additionally, the study will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providing a basis for developing more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plans in clinical practice.
For women who have experienced spontaneous abortion,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necessary medical
treatment, it is essential to address their psychological issues and implement corresponding nursing
interventions to create 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their future reproductive plans,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spontaneous abortion; psychological problems;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earch progress

1 导致自然流产女性出现心理问题的高危因素

1.1 受教育程度

最新研究发现，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她们对

流产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也在逐渐增加。特别是那些拥有较

高学历的女性，她们在经历流产之后，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

可能出现的心理变化[1]。这些女性往往能够主动地去寻求更

多的信息和必要的支持，从而帮助自己减轻焦虑和压力。与

此同时，她们也更有可能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处理心理上的困

扰。相对而言，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可能由于缺乏足

够的知识和信息，面对流产时会感到更加无助和恐慌，这无

疑会增加她们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因此，为了预防和减少

女性在经历自然流产之后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提高女性的

受教育程度，以及增加她们对流产相关知识的了解，显得尤

为重要。这不仅有助于她们更好地应对流产带来的心理挑战，

还能够促进她们的整体健康和福祉。

1.2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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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传统生育观念的深刻影响，年龄较大的女性在

经历自然流产之后，往往会遭受更为沉重的心理压力。这种

压力不仅来源于流产本身，还可能来自她们对未来的担忧，

包括对自身生育能力的不确定性以及个人生活和职业规划

可能受到的影响。与此同时，年轻女性在面对流产时，同样

可能会感受到深刻的悲伤和失落感。她们可能更多地关注于

未来生育能力的问题，以及流产可能给个人生活和职业规划

带来的影响。然而，年龄较大的女性除了要面对这些担忧之

外，还可能遭受来自社会舆论和家庭期望的双重压力，这些

因素无疑会进一步加重她们的心理负担。因此，为了帮助不

同年龄段的女性更好地应对流产带来的心理挑战，提供个性

化的心理支持和干预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1.3 多次流产史

随着流产次数的逐渐累积，女性开始对自己的生育能力

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伴随着焦虑和担忧。

因此，那些经历过多次流产的女性在面对生育问题时，往往

会感到更加不安和恐惧，更容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如焦虑

症、抑郁症等。这些心理问题不仅影响她们的日常生活，还

可能对她们的社交关系和工作表现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长

期的心理压力还可能对她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比如睡眠

障碍、消化系统问题等[3]。因此，对于经历过多次流产的女

性来说，减轻心理负担，有助于她们在未来的生育过程中保

持积极和健康的心态。

2 自然流产女性会出现的心理问题

2.1 悲伤

在经历流产之后，许多女性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悲伤情

绪，这种情绪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减轻，特别是在

流产发生六个月之后，她们的悲伤评分往往会出现明显的下

降趋势。然而，如果这种悲伤情绪持续时间过长，或者其强

度异常强烈，那么可能会演变成一种被称为复杂性悲伤的心

理状态。复杂性悲伤是一种更为严重的心理反应，它不仅仅

包括了持续的哀伤和自责，还可能伴随着强烈的无助感以及

对日常活动和兴趣的丧失。这种心理状态对女性的生活质量

可能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甚至可能导致她们在社交方面出

现隔离，以及在日常功能上出现障碍[4]。鉴于此，对于那些

表现出复杂性悲伤症状的女性来说，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和治

疗就显得尤为关键和必要。通过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参与

认知行为疗法，或者在必要时采用药物治疗等方法，均可以

帮助这些女性逐步摆脱悲伤的阴影，重新找回积极向上的生

活态度，从而改善她们的整体生活质量。

2.2 焦虑

在经历自然流产之后，女性会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

等待期，这段时间内她们的心情往往会变得异常紧张和焦虑。

她们担忧自己是否能够再次成功地怀孕，以及在接下来的妊

娠期是否能够顺利，避免再次遭遇流产的悲剧。这种担忧和

恐惧的情绪在她们心中不断累积，使得她们在等待期和随后

的妊娠期感到极度的焦虑。对于那些曾经经历过复发性流产

的女性来说，这种焦虑感尤为强烈。她们曾经失去过一次甚

至多次预期中的妊娠结果，这种经历让她们对于未来的妊娠

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恐惧。研究数据[5]也表明，相比只

经历过一次流产的女性，复发性流产的女性在焦虑的发生率

上明显更高，她们的心理压力和情绪困扰也更为严重。

2.3 抑郁

在妊娠的整个过程中，女性通常会展现出一种非常强烈

的保护欲望，她们对肚子里的小生命充满了深厚的情感和强

烈的责任感。随着孕期的不断深入，这种依恋感逐渐增强，

几乎变成了一种本能的驱动力[6]。而当不幸发生流产时，原

本对胎儿的依恋和责任感会突然间消失，这种剧烈的情感转

变常常会给女性带来极大的心理打击，成为她们痛苦的根源。

正因如此，在经历流产之后，许多女性都会面临一段艰难的

心理调整期，在这段时间里，抑郁状态就是她们最常出现的

心理反应之一。

3 对存在心理问题的自然流产女性进行护理干预

3.1 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通过帮助个体识别和改变不良思

维模式及行为习惯，以达到改善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心理治疗

方法。在自然流产女性的心理干预中，认知行为疗法被广泛

应用于帮助她们重新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调整对流产事件

的负面看法，以及学习有效的应对策略。

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师会引导女性识别并质疑那些

导致她们情绪低落和焦虑的自动思维，这些思维往往是扭曲

的、消极的，且与实际情况不符。治疗师会鼓励女性用更现

实、更积极的角度来看待流产事件，从而减少自责和无助感

[7]。同时，治疗师还需教授女性一些放松技巧，如深呼吸、

渐进性肌肉松弛等，帮助她们在面对压力和焦虑时保持冷静

和镇定。此外，认知行为疗法还强调行为激活的重要性，即

鼓励女性积极参与有意义的活动，以增强她们的自尊心和自

信心。这些活动可以包括参加支持小组、进行身体锻炼、培

养兴趣爱好等，都有助于女性从流产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新

找回生活的乐趣和意义。

3.2 信息支持

对于经历自然流产的女性来说，她们是渴望从医护人员

那里获得一系列重要信息的。这些信息不仅包括了对预期出

血量的了解，还涵盖了对流产本身的看法和态度。医护人员

在进行必要的检查后，向流产女性解释后期妊娠情况，这不

仅有助于她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可以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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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她们可能经历的抑郁症症状[8]。此外，医护人员有责任

向流产女性详细解释流产的原因，无论是由于胚胎染色体的

异常、母体存在的某些疾病，还是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都

应当用易于理解的语言来阐述。这样的解释有助于女性认识

到流产并非完全是她们个人的责任，从而减轻她们的自责感。

同时，医护人员还应该提供关于流产后身体恢复的指导，包

括饮食调整的建议、休息的安排以及何时可以安全地再次尝

试怀孕等实用信息。这些指导信息对于女性来说至关重要，

有助于她们更好地规划未来，减少因不确定性产生的焦虑感。

3.3 树立信心

对于那些经历过自然流产的女性来说，在她们再次怀孕

时，往往会对妊娠过程失去信心，感到焦虑和担忧。在这种

情况下，护理人员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帮助她们重建信心。

可以通过分享一些成功分娩的案例，让她们看到希望和可能

性。此外，在恢复期间，播放一些柔和舒缓的音乐，可以帮

助她们放松心情，缓解紧张情绪。护理人员还可以鼓励这些

女性与医护人员进行交流和沟通，通过聊天的方式，让她们

表达自己的担忧和恐惧，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支持和安慰。通

过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她们调节悲观情绪，增强对分娩的信

心，为即将到来的生产过程做好心理准备。

4 结语

在经历自然流产之后，绝大多数女性会遭受不同程度的

心理困扰和情绪波动，然而，尽管心理问题普遍存在，医务

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忽视了对流产女性进行必要的心

理治疗和护理干预。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患者的心

理恢复，也可能对她们的生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长远的负

面影响。因此，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应当更加重视自然流产

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加强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和研究。构建

一个完善的心理干预体系，结合个体化的护理方案，为自然

流产女性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关怀，帮助她们更好地应对心

理上的挑战，促进她们的整体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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