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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剧吐孕妇采用强化饮食及心理护理的效果及对妊娠结局

的影响

邱享珍

孝昌县妇幼保健院　湖北孝感　432900

摘　要：目的：观察分析妊娠剧吐孕妇采用强化饮食及心理护理的效果及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纳入 174 例孕妇，均

于 2021 年 10 月 -2023 年 10 月在我医院建档分娩。按护理方案不同分入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87 例。对照组给予传统护理措施，

观察组以此为基础给予强化饮食及心理护理。对比 2 组妊娠结局与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新生儿平均体重、足月低体重儿比例、

剖宫产比例均低于对照组，产妇平均产程短于对照组，孕期平均增加体重大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 ＜ 0.05）。观察

组孕妇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 ＜ 0.05）。结论：对妊娠剧吐孕妇采用强化饮食及心理护理获得的满意度高，

对孕妇与新生儿结局均有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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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剧吐是一种发生在妊娠早期的早孕反应。现代医

学研究认为 [1]，女性妊娠后，胎盘分泌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可对胃酸分泌产生抑制作用，并可显著降低消化酶的活力，

从而可对孕妇食欲、消化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导致孕妇出现

食欲减退、恶心、呕吐等症状。妊娠剧吐可导致孕妇出现机

体代谢紊乱、水电解质紊乱等情况，并可能导致营养不良，

严重危害胎儿生长发育，因而需给予有效的干预措施 [2]。观

察分析妊娠剧吐孕妇采用强化饮食及心理护理的效果及对

妊娠结局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174 例妊娠剧吐孕妇，均于 2021 年 10 月 -2023

年 10 月在我医院建档分娩。纳入孕妇均排除妇科疾病，发

生剧吐的原因非胃肠疾病，且精神状态正常。按护理方案不

同将孕妇分入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87 例。对照组年龄从 21

岁至 37 岁，平均（28.62±2.34）岁；孕周从 7 周至 14 周，

平均（9.45±1.09）周；其中，初产妇与经产妇分别 49 例、

38 例。观察组年龄从 20 岁至 37 岁，平均（28.59±2.37）岁；

孕周从 6 周至 14 周，平均（9.41±1.12）周；其中，初产妇

与经产妇分别 50 例、37 例。以上基线资料 2 组对比，差异

无显著性（P ＞ 0.05），均衡可比。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传统护理措施：向孕妇及家属讲解妊娠期

注意事项，给予必要的健康教育，重点给予饮食方面、日常

生活方面的指导，并采取一定的心理疏导，缓解孕妇心理压

力等。观察组以此为基础给予强化饮食及心理护理：在为孕

妇拟定膳食方案时，需以清淡可口为原则，避免油腻、辛辣

的食物；增加富含维生素、钙、铁、锌等微量元素食物的占

比，可在食物中添加瘦肉、牛奶、虾仁及芝麻等种类。部分

女性在妊娠期喜好味道酸的食物，需要注意的是，应尽量避

免酸菜等腌制食物，以免过多摄入亚硝酸钠，影响母婴健康。

山楂及其制品具有酸甜可口的特点，受到很多孕妇的青睐，

但需注意，这类食物具有加速子宫收缩的作用，孕妇切不可

多吃。可供孕妇选择的水果有苹果、橘子、樱桃、杨梅等，

不仅具有浓郁的香味，且安全有营养，对减轻妊娠剧吐也有

一定的作用。另外，要避免孕妇所在的房间内出现异味，以

免刺激孕妇呕吐。孕妇呕吐完之和，给予温开水漱口，保持

口腔清洁，以缓解不适。（2）强化心理护理。耐心与孕妇

进行沟通交流，在了解孕妇的饮食及生活习惯后，观察孕妇

是否因早孕反应引起剧吐、不能进食，出现担心胎儿生长发

育的心理，掌握孕妇是否存在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针对

孕妇存在的不同心理状态，采取不同的措施给予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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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孕妇对自身及胎儿的信心。部分妊娠剧吐反应强烈的孕

妇因担心不能进食，影响胎儿发育，对此，可通过向孕妇介

绍胎儿的发育过程、孕期保健知识等手段，告知孕妇即使不

能进食，还可通过静脉补液的发生补充自身及胎儿所需的营

养物质，纠正机体出现的水电解质失衡，指导孕妇有效调节

不良情绪，平安渡过早孕反应期。部分孕妇家属在目睹孕妇

频繁呕吐、不能进食后，过于担心孕妇及胎儿健康，不可控

制地出现强烈的紧张、焦虑情绪，这种情绪可直接影响孕妇

的心理状态，甚至可能加重孕妇呕吐的症状。因此，需对孕

妇家属进行心理疏导，稳定其情绪，引导家属通过心理暗示、

转移注意力等方法，消除和减轻孕妇的早孕反应，积极配合

护理人员。

1.3  观察指标

（1）妊娠结局：统计 2 组孕妇与新生儿结局，包括新

生儿平均体重、足月低体重儿比例、剖宫产比例、产妇平均

产程及孕期平均增加体重。（2）孕妇满意度：采取问卷调

查方式评估 2 组孕妇满意度，调查结果分为十分满意、一般

满意与不满意三个等级；满意度 = 十分满意率 + 一般满意率。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x s
−

± 表示、以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以 c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妊娠结局

观察组新生儿平均体重、足月低体重儿比例、剖宫产

比例均低于对照组，产妇平均产程短于对照组，孕期平均增

加体重大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 ＜ 0.05）。详见表 1。

表 1  2 组间妊娠结局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新生儿平均体重（g， x s
−

± ） 足月低体重儿比例
[ 例（%）] 

平均产程（h，
x s
−

± ）
孕期平均增加体重（kg，

x s
−

± ）
剖宫产比例 [ 例

（%）]

观察组 87 3321.25±873.16 3（3.45） 7.69±4.95 12.13±5.37 21（24.14）

对照组 87 2987.12±857.04 12（13.79） 11.12±4.48 9.61±4.19 36（41.38）

c2/t 2.547 4.669 -4.792 3.451 5.114

P 0.012 0.031 0.000 0.001 0.024

2.2  孕妇满意度

观 察 组 孕 妇 满 意 度 高 于 对 照 组， 差 异 有 显 著 性（P

＜ 0.05）。详见表 2。

表 2  2 组间孕妇满意度情况对比 [ 例（%）]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产妇满意度

观察组 87 46（52.87） 38（43.68） 3（3.45） 84（96.55）

对照组 87 31（35.63） 32（36.78） 24（27.59） 63（72.41）

c2 17.536

P 0.000

3  讨论

妊娠剧吐发生在妊娠早期，最早可发生在妊娠约 6 周，

最晚可在妊娠约 12 周消失 [3]。孕妇发生妊娠剧吐期间，日

常饮食及机体营养吸收情况均会受到影响，严重者甚至可引

起体液平衡失调、机体的新陈代谢紊乱 [4]。目前，临床尚未

明确妊娠剧吐的发生机制，分析可能与孕妇存在心理压力、

精神状态及生活环境等因素有关 [5]。因此，在对妊娠剧吐孕

妇实施治疗期间，需给予完善的饮食与心理护理措施。

饮食护理是指通过为孕妇拟定科学的膳食方案，避开

孕妇讨厌的食物，避免孕妇出现过度饱食等情况，并结合孕

妇喜好选择相应的食物，同时增加维生素片、钙片等营养物

质，以达到保障孕妇营养均衡目的的一种护理模式 [6]。心理

护理是指通过与孕妇家属进行沟通，引导家属鼓励、支持和

关心孕妇，减少孕妇在饮食方面的排斥心理和压力，同时结

合孕妇产生心理压力的来源给予针对性疏导，以避免其出现

由心理因素引起的内分泌失调、食欲降低、厌食等胃肠道反

应的一种护理模式 [7]。本文结果显示，观察组新生儿平均体

重、足月低体重儿比例、剖宫产比例均低于对照组，产妇平

均产程短于对照组，孕期平均增加体重大于对照组，差异有

显著性（P ＜ 0.05）。观察组孕妇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显著性（P ＜ 0.05）。

综合以上，对妊娠剧吐孕妇采用强化饮食及心理护理

获得的满意度高，对孕妇与新生儿结局均有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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