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关怀融入试管婴儿治疗的必要性与实施路径探究 
 

王 璐 

1.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摘要：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试管婴儿治疗为众多不孕不育家庭带来希望。然而，治疗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给患者带来沉重身心负担，人文关怀的融入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深入剖析人文关怀融入试管婴儿治疗的必要性，并探

讨其实施路径，旨在提升试管婴儿治疗服务质量，促进患者身心健康，推动辅助生殖领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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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不孕不育是全球性的医学和社会问题，影响着约

10%-15%的育龄夫妇 ，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生理、心理

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困扰。[1]试管婴儿技术作为辅助生殖的

重要手段，在帮助不孕不育夫妇实现生育愿望方面发挥了

关键作用。但该技术涉及复杂的医疗流程、高昂的费用和

不确定的结果，使患者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人文关怀

以尊重患者的人格、尊严和权利为核心，关注患者的心理、

情感和社会需求，将其融入试管婴儿治疗，能有效缓解患

者压力，提高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因此，研究人文关怀

融入试管婴儿治疗的必要性与实施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1 人文关怀融入试管婴儿治疗的必要性 

1.1 缓解患者心理压力 

1.1.1 治疗过程的心理负担 

试管婴儿治疗流程漫长而复杂，从前期全面的身体检

查、药物促排卵阶段的频繁监测，到取卵手术的紧张、胚

胎移植的忐忑，再到等待妊娠结果的煎熬，每一步都伴随

着高度的不确定性 。大量研究表明，约 50% - 70%的患

者在治疗期间存在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这种长期的心

理应激状态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如睡眠质量下降、

食欲减退、注意力难以集中等[2]。 

1.1.2 心理压力对治疗的影响 

长期的心理压力会干扰患者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导致

体内激素失衡。例如，焦虑和抑郁状态下，患者体内的皮

质醇水平升高，可能影响子宫内膜的容受性，降低胚胎着

床的成功率[3]。此外，心理压力还可能使患者对治疗产生

抵触情绪，降低治疗依从性，进一步影响治疗进程和效果。 

1.2 提高治疗依从性 

1.2.1 治疗依从性的重要性 

试管婴儿治疗的成功离不开患者的积极配合，严格按

照医嘱进行药物使用、按时复诊等是确保治疗效果的关

键。治疗依从性高的患者，其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可比依从

性低的患者可提高约 15%-20% 。然而，复杂的治疗流程

和心理压力往往使部分患者难以坚持规范治疗。 

1.2.2 人文关怀对依从性的促进作用 

医护人员给予患者充分的人文关怀，如耐心讲解治疗

方案、解答疑问、关注患者的感受，能增强患者对治疗的

信任和理解。当患者感受到被尊重和关心时，会更愿意主

动配合治疗，按时按量服药，按时进行各项检查和治疗，

从而提高治疗依从性，为治疗成功奠定基础[4]。 

1.3 促进患者生理健康 

1.3.1 心理与生理的相互关系 

心理状态与生理健康密切相关，负面情绪会对身体的

生理功能产生不良影响。在试管婴儿治疗中，患者的焦虑

和抑郁情绪可能引发机体的应激反应，导致免疫功能下

降，影响卵巢的排卵功能和子宫内膜的环境，不利于胚胎

的发育和着床。 

1.3.2 人文关怀的生理调节作用 

融入人文关怀的治疗环境，能让患者保持良好的心理

状态。积极的心理状态有助于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增强

机体的免疫力，改善卵巢和子宫的生理功能，为胚胎的着

床和发育创造有利的生理条件，提高试管婴儿的成功率。 

1.4 增强患者社会适应能力 

1.4.1 不孕不育带来的社会压力 

在社会观念中，生育往往被视为家庭的重要责任，不

孕不育患者可能面临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和误解，容易

产生自卑、孤独等心理，导致社会交往减少，社会适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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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降。这种社会压力进一步加重了患者的心理负担，形

成恶性循环。 

1.4.2 人文关怀对社会适应的改善作用 

通过人文关怀，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和社会支持，帮

助患者正确看待不孕不育问题，增强自信心。同时，组织

患者互助活动、提供家庭辅导等，能改善患者的家庭关系

和社会交往，让患者更好地融入社会，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促进身心健康的全面恢复。 

2 人文关怀融入试管婴儿治疗的实施路径 

2.1 加强医护人员人文关怀素养培养 

2.1.1 专业知识融合人文教育 

对从事试管婴儿治疗的医护人员开展系统培训，内容

不仅涵盖生殖医学专业知识的更新，如最新的促排卵方

案、胚胎移植技术等，还深度融入医学人文课程，包括医

学伦理学、医患沟通艺术、心理学基础等。通过理论授课、

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形式，让医护人员理解人文关怀在

试管婴儿治疗中的核心价值，明白尊重患者人格、关注患

者情感需求是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2.1.2 沟通技巧专项培训 

组织沟通技巧特训营，模拟真实的医患沟通场景，让

医护人员练习倾听、表达和反馈技巧。例如，学习如何运

用开放式提问了解患者内心的担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

释复杂的医学术语，以及在患者情绪低落时给予恰当的情

感回应[5]。同时，引入角色扮演，让医护人员分别扮演患

者和医生，亲身体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心理感受，从而

提升共情能力，更好地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 

2.1.3 强化心理支持技能培训 

邀请心理学专家对医护人员进行心理支持技能培训，

使其掌握基本的心理评估方法和心理干预技巧，能够及时

发现患者的心理问题，并给予有效的心理疏导和支持。对

于心理问题较为严重的患者，能够准确转介到专业心理机

构进行治疗。 

2.2 优化就医环境 

2.2.1 营造温馨舒适的物理环境 

试管婴儿治疗场所的设计应注重营造温馨、舒适、安

静的氛围。候诊区设置舒适的座椅、柔和的灯光、绿色植

物，提供免费的饮用水、杂志;宣教区等，准备文字、图

片或二维码式信息资源,如饮食、运动、诊疗流程、试管

婴儿过程、取卵移植注意事项、保胎等，提供患者方便和

提升就医体验。 

缓解患者等待时的焦虑情绪；治疗室和手术室的布置

应简洁、明亮，温度和湿度适宜，减少患者的不适感。 

2.2.2 构建和谐的就医氛围 

加强医护人员之间的团队协作，建立良好的工作关

系。医护人员之间相互支持、配合默契，能够为患者提供

高效、优质的服务。同时，倡导积极向上的医院文化，让

患者感受到医院的关爱和温暖，增强患者对医院的信任。 

2.3 完善心理支持体系 

2.3.1 建立全程心理评估机制 

多阶段心理评估：在患者初次就诊时，运用专业心理

测评工具，如症状自评量表（SCL - 90）、焦虑自评量表

（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等，全面评估患者心理

状态，并建立心理档案[6]。在治疗过程中，定期（如促排

卵阶段、胚胎移植前后）进行心理复查，及时掌握患者心

理变化。治疗结束后，对妊娠成功和失败的患者分别进行

针对性心理评估，为后续的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2.3.2 提供个性化心理干预 

根据心理评估结果，为患者提供个性化心理支持。对

于轻度焦虑的患者，由医护人员在日常诊疗中给予心理疏

导，分享成功案例，增强其信心；对于中度心理问题患者，

安排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一对一心理咨询，帮助患者应对

压力和负面情绪；对于存在严重心理障碍的患者，及时邀

请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 

2.3.3 组织患者互助活动 

为试管婴儿患者组织互助活动，重点在于让患者在活

动中获得情感支持、知识补充和放松。可以从交流分享、

专家科普、心理疏导等角度构思活动内容,让患者之间分

享治疗经验、交流心得体会，互相鼓励和支持。邀请治疗

成功的患者分享成功经验，增强其他患者的信心。同时，

通过开放线上交流平台，为患者提供随时交流和咨询的渠

道。 

2.4 强化健康教育 

2.4.1 丰富健康教育内容 

除了详细介绍试管婴儿治疗流程、注意事项、药物使

用方法等基础医学知识外，还增加生活方式指导，如饮食

营养搭配（针对促排卵阶段和孕期的特殊营养需求）、适

度运动建议（告知患者哪些运动适合治疗期间进行）、睡

眠管理技巧等。同时，普及心理调适方法，如放松训练（深

呼吸、渐进性肌肉松弛）、冥想等，帮助患者缓解治疗压

力。 

2.4.2 多样化健康教育方式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下举办定期的健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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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讲座，邀请生殖专家、营养师、心理咨询师等不同领域

专业人员授课，并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发放图文并茂、通

俗易懂的宣传手册和科普资料。线上搭建微信公众号、患

者交流 APP 等平台，推送科普文章、动画视频、在线课

程等，方便患者随时获取信息。此外，利用电话随访、微

信咨询等方式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咨询服务。 

2.4.3 贯穿治疗全程的健康教育 

将健康教育贯穿于试管婴儿治疗的全过程。在初诊

时，向患者介绍治疗的基本流程和注意事项；在治疗过程

中，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及时给予相应的健康教育内容；

在治疗结束后，为患者提供随访和康复指导，确保患者在

整个治疗过程中都能获得及时、准确的健康信息[7]。 

2.5 关注患者家庭支持 

2.5.1 开展家庭健康教育 

为患者及其家庭成员举办家庭健康教育讲座，让家庭

成员了解试管婴儿治疗的相关知识和患者可能面临的心

理压力，提高家庭成员对患者的理解和支持能力。同时，

指导家庭成员如何在生活中关心、照顾患者，营造良好的

家庭氛围。 

2.5.2 促进家庭成员沟通 

医护人员关注患者家庭关系，当发现家庭内部存在矛

盾或沟通不畅时，及时介入调解。通过家庭会议、心理咨

询等方式，帮助家庭成员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共同

面对不孕不育问题，增强家庭凝聚力，为患者创造一个和

谐稳定的家庭环境，助力试管婴儿治疗的顺利进行。 

3 结论 

人文关怀融入试管婴儿治疗具有不可忽视的必要性，

对缓解患者心理压力、提高治疗依从性、促进生理健康和

增强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加强医护

人员人文关怀素养培养、优化就医环境、完善心理支持体

系、强化健康教育和关注患者家庭支持等实施路径，能够

将人文关怀全面、深入地融入试管婴儿治疗的各个环节。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试管婴儿治疗的成功率和患者的生活

质量，也体现了医疗服务的人文精神，推动辅助生殖技术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未来，应不断探索和完善人文关怀

在试管婴儿治疗中的应用模式，为更多不孕不育家庭带来

希望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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