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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盆底功能康复中早期康复护理的应用效果及改善负面情绪 
姚静雯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河南郑州  450000 

摘要：目的：为了深入研究对产后盆底功能障碍产妇实施产后盆底功能康复中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后，患者临床效果及负性情绪

改善情况。方法：选取我院 2019 年 9月至 2020 年 9月期间收治的产后盆底功能障碍产妇共 94例，将其随机分组，给予产后

盆底功能康复中早期康复护理干预措施组为研究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措施组为参照组，研究组和参照组各 47 例患者。对比

两组患者临床效果及负性情绪改善情况。结果：干预期结束后，研究组产后盆底功能障碍产妇临床效果及负性情绪改善情况显

著优于参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临床对产后盆底功能障碍产妇实施产后盆底功能康复中早期康复护

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效果及负性情绪，故方案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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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盆底由多层肌肉和筋膜构成，封闭骨盆出口，承托并

保持盆腔脏器（如内生殖器，膀胱及直肠等）于正常位置。

各种原因导致的骨盆底结构和功能出现异常，其支持作用变

薄弱，可导致盆底功能障碍疾病，表现为盆腔脏器脱垂、性

功能障碍、粪尿失禁、慢性盆腔痛等。我院选取 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9 月入院接受治疗的 94 例产后盆底功能障碍产妇

作为研究对象，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9年 9月至 2020年 9月期间收治的产后盆

底功能障碍产妇共 94 例，将其随机分组，给予产后盆底功

能康复中早期康复护理干预措施组为研究组，研究组 47 例

患者平均年龄为（26.89±1.38）岁；给予常规护理干预措

施组为参照组，参照组 47 例患者平均年龄为（26.47±1.47）

岁；对比两组产后盆底功能障碍产妇临床效果及负性情绪改

善情况。所有患者的基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1.2 方法 

参照组  常规护理。护理人员要及时解答患者心中疑问，

为患者选择适合的康复模式，注意询问患者感觉。 

研究组  产后盆底功能康复中早期康复护理。（1）健康

宣讲：护理人员要加大对病房的巡查力度，向患者普及盆底

肌损伤的机制、治疗方法和注意事项，让产妇意识到康复训

练的意义，增加医护人员与产妇之间的心理距离。（2）盆底

肌训练：指导产妇进行肛门收缩运动，每次收肛门和塑钢门

时间都要在 3 秒以上，之后再放松，反复练习 20 分钟。（3）

低频电刺激：使用电刺激治疗仪对产妇盆底肌进行电刺激，

指导产妇保持仰卧体位，将双腿屈曲分开，将探头置入阴道，

刺激产妇阴道收缩，每次治疗 20 分钟。（4）生活护理：产

后要根据产妇机体评估情况为产妇制定饮食计划，注意少食

多餐，及时补充营养，禁止进食辛辣刺激食物，合理调节室

内湿度、温度、光照等物理因素。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临床效果及负性情绪改善情

况。详细记录相关数据并比较。 

1.4 统计学分析 

本组实验涉及到的数据信息统一采用 SPSS20.0 软件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t 检验，用均值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

用 X
2
检验，用%表示，组间比较，差异显著性水平均为：P＜

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临床效果 

干预完成后，研究组临床效果显著优于参照组，（P＜

0.05）。见下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效果对比 

组别 n 有效 一般 无效 临床效果（%） 

研究组 47 27（55.1%） 18（36.73%） 4（8.16%） 45（91.84%） 

参照组 47 20（40.82%） 13（26.53%） 16（32.65%） 33（67.35%） 

X2 / 4.5009 1.9845 5.6887 5.6887 

P / 0.0000 0.0783 0.0000 0.0000 

 

2.2 对比两组患者负性情绪改善情况 

干预完成后，研究组负性情绪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参照组，

（P＜0.05）。见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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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负性情绪改善情况对比 

干预前 干预后 
组别 n 

SAS SDS SAS SDS 

研究组 47 51.62±3.53 38.34±4.57 36.92±3.48 30.76±3.25 

参照组
 

47 51.36±3.78 40.23±3.47 45.46±3.27 38.43±3.17 

t / 12.4522 12.3098 12.8845 12.0973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是盆腔器官脱垂和压力性尿失禁的

总称，其表现包括子宫脱垂、阴道壁膨出、压力性尿失禁、

排便障碍、性生活不愉快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是一种常

见的健康问题，虽非致命
[1]
，但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

身心健康。盆底受损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尿失禁
[2]
，有些女性

在大笑或咳嗽时，尿液便不由自主地溢出来，这往往就是其

盆底功能受损的结果
[3]
。其次，子宫脱垂、膀胱直肠膨出、

阴道松弛、性生活不满意、大便失禁、便秘等
[4]
，都是盆底

疾病的严重后果，给女性的正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本

次研究中，研究组接受产后盆底功能康复中早期康复护理干

预，参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结果显示，对比干预后的临

床效果负性情绪改善情况，研究组患者临床效果及负性情绪

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明产后盆底功能康复中早期康复护理干预效果显著，有学

者
[5]
选取产后盆底功能障碍产妇进行研究，分别实施产后盆

底功能康复中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和常规护理干预，结果可见，

产后盆底功能康复中早期康复护理干预效果较好，与本文研

究结果一致。 

综上，针对产后盆底功能障碍产妇采取产后盆底功能康

复中早期康复护理干预，患者临床效果负性情绪显著改善，

适于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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