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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超声科等候检查产妇不良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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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超声科为医院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检查患者多、工作量大的特点，尤其是检查的高峰时间段，患者往往需长时间等候
检查，如果不能及时予以合理分配，及必要的心理安抚，将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就诊体验，甚至进一步影响工作效率，这增加了
患者不满与医患纠纷的风险。为确保检查顺利完成，本文综述了超声科等候检查产妇加强心理护理对其不良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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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对优生优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胎儿在
宫内的生长状况也是准父母关注的重要问题，其中超声成为
了监测胎儿发育情况、羊水量、畸形筛查等的重要检查手段，
且超声检查以其无创、可重复、操作简单等优势，被广泛应
用于产妇的产前监测中

[1]
。在实际检查过程中发现，产妇在

等候检查阶段极易出现焦虑、烦躁等不良情绪，加之长时间
等候检查，对产妇造成了不良影响，同时不利于检查的顺利
进行，为确保超声的顺利进行，本文分析了超声科等候检查
产妇的心理特点，并针对其不良情绪探究了心理护理对策。 

1 超声科等候检查产妇的心理特点 

患者进入医院这一陌生的环境，往往是为了满足自身的
医疗需求，作为提供专业医疗服务的卫生机构，能够为患者
提供临床诊断与治疗服务。在产妇进入医院环境后，其与医
生交流加之与周围患者接触过程中，常会出现紧张、焦虑、
烦躁等不良情绪，如检查流程过于复杂、等候时间过长，常
加重产妇的不良情绪。部分产妇受教育程度不足，往往对超
声检查的临床意义或检查原理认识不足，认为超声检查可能
会对自身以及胎儿产生危害，部分产妇甚至认为反复进行超
声检查可能增加胎儿发育不良以及流产的风险，尤其是精密
度较高的三维胎儿超声检查[2-3]。此外，部分产妇妊娠后往往
担忧胎儿出生后无人照看，担忧胎儿存在某些疾病，担心工
作与生活受到影响等，这些因素均会导致产妇在等候超声检
查时出现不良情绪。 

2 心理护理在超声科等候检查产妇中的应用 

科室依据产妇的心理特点，结合临床实际护理经验，制
定了如下心理护理策略： 

加强对超声科护理人员的培训。定期由超声科教授、心
理学专家组织护理人员参与超声检查及心理学相关知识培训，
为护理人员分析孕产阶段产妇的心理特点，超声检查的注意
事项，必要的心理护理措施等，让产妇在超声检查候诊时获
得来自护理人员的照护，使其充分体验人性化的护理服务。 

强化孕产知识健康教育。超声检查候诊阶段也是健康教
育的最佳时机，此阶段护理人员有充足时间为产妇普及孕产
知识，同时产妇也可提出孕产期间的疑问，由护理人员解答
[4]
。护理人员在健康教育时，应依据产妇的年龄层次、文化
程度以及家庭经济水平等方面综合评估健康教育模式，以面
对面方式为产妇与其家属讲解超声检查的原理、不同阶段检
查的意义、检查前的准备、检查时的配合等方面内容，通过
对产妇超声检查知识的健康教育，提高其认知水平。询问产
妇对超声检查的疑问，并耐心为其解答，如产妇提出超声检
查是否会影响胎儿及自身的健康时，应告知其超声检查是最
为安全的检查手段，该检查为基于超声波的医学影像学诊断
技术，检查过程中不会对母体与胎儿产生任何影响，通过科
学的解答，减轻产妇的思想负担。此外，候检区域应保证宽
敞，环境温馨、舒适，并能够通过大屏幕显示检查进度，使
产妇了解预计等候时间等信息，以便产妇能够安心等候检查。 

特殊检查的心理护理。三维超声检查一般用时较长，至
少在 30min 以上，为防止产妇出现焦躁情绪，护理人员应依

据产妇的心理特征，采用积极心理对产妇加以照护，充分辨
识产妇出现不良情绪的原因，强调反复超声检查对身体及胎
儿没有任何危害，胎位不佳无法顺利完成检测者，鼓励产妇
配合医师改变体位、进食、散步、爬楼梯等，以促使胎位转
正，提高检测的成功率

[5]
。护理人员提供护理服务时，应尽

量从产妇角度考虑问题，理解产妇的想法，并予以尊重，加
强与产妇的交流，结合以往护理经验对产妇加以疏导，告知
产妇超声检查为孕产期必要的检查方式，也是监测胎儿发育
是否正常的重要标志，为产妇讲解超声检查的趣事，缓解产
妇紧张情绪，增强检查信心。提前告知产妇检查时探头会对
腹部造成一定挤压，这属于正常的操作过程，目的是尽可能
缩短胎儿与探测器的距离，提高图像清晰度，不会对胎儿造
成影响，在出现明显不适时，可以告知医师减轻探测压力。
除了对产妇本身的心理护理外，对于由家属陪同的产妇，还
需加强对其家属的健康教育，鼓励家属给予产妇家庭支持，
多开导、安慰、陪伴产妇，减轻产妇等候阶段的心理负担。
同时护理人员还可为产妇提供靠垫、一次性纸杯等物品，提
高产妇身心舒适度。 

3 小结 

超声科等候检查的产妇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良情绪，分
析原因可能与环境的陌生、对超声检查了解不足、长时间等
候等因素相关，不良情绪不利于检查的顺利进行。因此，科
室加强了对超声科候诊产妇的心理护理，了解产妇产生不良
情绪的原因，并采取人文关怀、健康教育等方式稳定产妇情
绪，此外，护理人员还利用候检时间对产妇进行健康教育，
提高了产妇对孕产知识及超声检查的认知度，同时进一步解
答产妇提出的关于孕产知识的疑问，缓解了产妇的焦虑心理，
提升了产妇对医护人员信任感，沟通过程中护理人员秉承共
情护理理念，站在患者角度为产妇提供护理服务，提高了产
妇的接受度，促使产妇以最佳的心理状态面对检查，在实践
应用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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