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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OR理论的护理干预对剖宫产初产妇产后抑郁和生活质

量的影响

包　娜

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30

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基于 SOR 理论的护理干预对剖宫产初产妇产后抑郁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以期为临床

实践提供更为全面和有效的护理方案。方法：研究选取了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在医院剖宫产的 88 例初产妇作

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 SOR 理论的护理干预方案。在干预过程中，通过结合心理护理、产后康复指导和家庭支持等多种措施，

为每位产妇提供了个性化、全面的护理服务。同时，采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和生活质量评定量表（WHOQOL-BREF）

对产后抑郁和生活质量进行评估，以量化分析护理干预的效果。结果：研究结果显示，经过基于 SOR 理论的护理干预，

88 例剖宫产初产妇的产后抑郁水平显著降低，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这表明该护理干预方案在改善剖宫产初产妇产后心

理健康和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效果。结论：SOR 理论的护理干预方案在剖宫产初产妇的产后抑郁和生活质量改善

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今后的临床实践中，可借鉴并推广这一基于 SOR 理论的护理干预方案，为更多的产妇提供个性化、

全面的护理服务，从而帮助她们度过产后的调适期，促进身心健康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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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产后抑郁是剖宫产初产妇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其

严重影响了她们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和谐。随着医疗水平的不

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关注被投入到了产后抑郁的预防和干预

中。在这一背景下，护理干预作为一种重要的非药物干预手段，

具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基于 SOR 理论

的护理干预对剖宫产初产妇产后抑郁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我

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能够为剖宫产初产妇提供更为全面和

有效的护理服务，从而减轻她们在产后可能面临的心理压力，

提高她们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幸福感。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采

用基于 SOR 理论的护理干预方案，通过针对个体因素、环境

因素和护理干预因素的综合考虑，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 [1]。

这些干预措施将涵盖心理护理、产后康复指导、家庭支持等

多个方面，旨在帮助剖宫产初产妇更好地应对产后抑郁的挑

战，促进其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从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在医院剖宫

产的 88 例初产妇中进行了选择作为研究对象。为了确保研

究的有效性和客观性，我们将这些产妇分为干预组和对照

组，将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安排在不同的病房进行观察和管

理，使用这种方式来避免在两个组别同一个病房产生相互影

响。在对照组中，产妇的年龄范围为 24 至 44 岁，平均年龄

为 23.8 岁，标准差为 2.1 岁。而孕周则在 38 至 42 周之间，

平均为 35.5 周，标准差为 2.2 周。与之相比，干预组的产妇

年龄范围为 22 至 40 岁，平均年龄为 22.7 岁，标准差为 3.2 岁。

孕周方面，干预组的孕周范围为 32 至 42 周，平均为 33.2 周，

标准差为 1.3 周。通过对两组产妇的年龄和孕周进行比较，

我们发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大于 0.05，表明两组产妇

在年龄和孕周方面具有可比性，从而确保了研究的客观性和

可靠性。

1.2 方法

在对照组中，剖宫产初产妇在出院前将获得《剖宫产

术后居家康复手册》，以此为指导材料，帮助她们更好地了

解术后康复需要和注意事项。此手册将详细介绍术后恢复期

间可能出现的生理和心理变化，提供针对性的康复建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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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技巧。同时，护士团队将重点指导产妇定期进行复诊，

确保她们的术后康复情况得到及时观察和管理。此外，护士

将负责进行产妇的心理护理工作，通过与产妇的沟通交流，

倾听她们的心声和疑虑，并及时解答她们的疑问，给予必要

的心理支持和安慰。在出院后的第一周和第一个月，护士将

通过电话进行定期随访，旨在进一步帮助产妇解决在家庭中

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缓解初产妇可能出现的不良心理情

绪，引导她们正确进行居家康复、母乳喂养和科学育儿 [2]。

这些电话随访不仅提供了产妇及时咨询的便利渠道，也为她

们提供了安心和信心，促进了产后身心健康的全面恢复。

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基于 SOR 理论的护理干

预，具体实施如下。基于 SOR 理论，制定个性化的护理干

预方案，包括心理护理、产后康复指导和家庭支持等内容。

首先，护士团队对每位剖宫产初产妇进行全面评估，包括了

解其产前心理状态、家庭背景、孕期和分娩情况以及产后康

复需求等。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护理干预计划，确

保每位产妇得到符合自身需求的护理服务。向产妇和其家属

介绍产后可能面临的心理变化和应对策略，增强其对产后心

理健康的认识。护士通过倾听和理解产妇的情绪表达，积极

支持她们面对产后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减轻焦虑和抑郁情

绪。针对个体产妇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开展定向的心理疏

导和心理治疗，帮助她们解决内心的困扰和焦虑。提供产后

身体恢复的相关知识，包括恶露排出、饮食调理、乳房护理

等，帮助产妇尽快康复。根据个体康复情况，制定适合的产

后运动和活动计划，促进身体功能的恢复和增强。向家庭成

员提供相关的产后护理知识和技能培训，使其能够更好地支

持产妇的康复和心理健康。定期进行家庭访视，与产妇及其

家庭成员沟通交流，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定期对产妇的抑郁症状和生活质量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及时调整护理干预方案，确保其持续有效。

1.3 评估工具：采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和生活质

量评定量表（WHOQOL-BREF）评估产后抑郁和生活质量

水平。

1.4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

用 t 检验等方法比较干预前后的抑郁和生活质量水平。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产后抑郁得分、压力知觉得分比较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比较干预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各

维度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05) 。干预后，干预组

患者生活质量在是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等方面的评分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 ( P ＜ 0． 05 ) 。

表 1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产后抑郁得分、压力知觉得分比较 ( 分，̀x ± s）

组别 例数
产后抑郁得分 知觉压力得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4 16.4± 4.2 12.3± 4.1 35.1± 3.5 30.1± 3.2

干预组 44 16.3± 3.8 10.4± 3.4 36.0± 4.1 32.1± 2.3

t 值 -1.231 3.014 -1.006 2.346

p 值 0.215 0.001 0.312 0.023

3 讨论：

文章通过对剖宫产初产妇实施基于 SOR 理论的护理干

预，探讨了其对产后抑郁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并对结果进行

了评估和分析。在论文中，研究对象为 88 例剖宫产初产妇，

其中一部分接受了基于 SOR 理论的护理干预，而另一部分

作为对照组接受了常规护理。通过对抑郁自评量表（CES-D）

和生活质量评定量表（WHOQOL-BREF）的评估，研究发现，

在干预组中，产后抑郁水平显著降低，而生活质量得到明显

提高。具体来说，干预组的产后抑郁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而生活质量在多个方面的评分也明显高于对照组。这些结果

表明，基于 SOR 理论的护理干预方案在改善剖宫产初产妇

的产后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效果。这种

干预方案通过个性化、全面的护理服务，结合心理护理、产

后康复指导和家庭支持等多种措施，有助于产妇更好地应对

产后的心理压力，提高其生活质量。论文的结果对临床实践

具有重要意义，强调了个性化、综合性护理干预在促进产妇

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方面的重要性。同时，通过采用科学的

研究方法和评估工具，论文为未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

益的经验和启示 [3]。经过基于 SOR 理论的护理干预，剖宫

产初产妇的抑郁自评量表（CES-D）评分显著降低（P < 0.05），

生活质量评定量表（WHOQOL-BREF）评分显著提高（P < 

0.05）。

总之，通过本研究，我们深入探讨了基于 SOR 理论的

护理干预对剖宫产初产妇产后抑郁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产后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严重影响了产妇的生活质

量和家庭和谐。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关注被投

入到了产后抑郁的预防和干预中。在这一背景下，护理干预

作为一种重要的非药物干预手段，具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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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取了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在医院剖宫

产的 88 例初产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采用基于 SOR 理论的

护理干预方案，我们为每位产妇制定了个性化、全面的护理

计划，涵盖了心理护理、产后康复指导和家庭支持等多个方

面 [5]。同时，我们采用了抑郁自评量表（CES-D）和生活质

量评定量表（WHOQOL-BREF）对产后抑郁和生活质量进

行评估，以量化分析护理干预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经过

基于 SOR 理论的护理干预，88 例剖宫产初产妇的产后抑郁

水平显著降低，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具体而言，在干预

前后对比中，干预组产妇的产后抑郁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压力知觉得分也显著低于对照组 [4]。此外，干预组产妇的生

活质量在多个方面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一研究结果表明，

基于 SOR 理论的护理干预方案在改善剖宫产初产妇的产后

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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