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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对产妇家庭盆底肌锻炼依从性的影响 
张芳  麻宁 

新疆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目的：探讨延续性护理对产妇家庭盆底肌锻炼的依从性影响。方法：将我院 2020 年 1月至 2021 年 2月接收的 80 例产
妇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治疗时间的顺序分为实验组和参照组，两组各 40 例产妇。参照组患者实施传统的护理干预，实验组患
者进行延续性护理干预。比较两组产妇的锻炼依从性和盆底肌张力状态。结果：护理后，实验组产妇的锻炼依从性明显低于参
照组（P＜0.05）；且实验组产妇的盆底肌张力良好率显著优于参照组（P＜0.05）。结论：对产妇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能够改
善盆底肌状态，提高产妇的锻炼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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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妇出院以后，身体功能并没有完全康复，容易出现

一系列的产后并发症，其中盆底肌功能障碍是最为显著的一

种。如果不能对盆底肌功能进行及时锻炼，就会在日后的生

活中对产妇造成不利影响，降低产妇的生活质量。现在延续

性护理模式的出现能够帮助产妇增加对盆底肌的锻炼，对产

妇进行全方面的护理，预后效果显著
[1]
。现将本院接收的 80

例产妇进行不同护理方式的干预，分析这两种护理模式的作

用效果，现将具体实验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2020年 1月至 2021年 2月接收的80例产妇作为

研究对象，按照治疗时间的顺序分为实验组和参照组，两组

各 40 例产妇。实验组产妇最大年龄 38 岁，最小年龄 22 岁，

平均年龄（28.63±2.64）岁，产妇的体质指数范围是

22.4-29.1，平均体质指数为（24.67±3.04），其中初产妇

28 例，经产妇 12 例；参照组产妇最大年龄 37 岁，最小年龄

21 岁，平均年龄（28.13±2.42）岁，产妇的体质指数范围

是 22.5-29.2，平均体质指数为（24.83±2.81），其中初产

妇 27 例，经产妇 13 例。两组产妇的基本资料没有明显差异

（P＞0.05），可以比较。 

1.2 方法 

1.2.1 参照组 

参照组患者实施传统护理干预，在出院一月后，需要对

产妇的近况进行了解，保持沟通交流。 

1.2.2 实验组 

实验组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在护理开始前需要成

立护理小组，小组成员必须拥有五年以上的护理经验，护理

人员包括了护士、产后保健医师、家庭随访医师以及盆底治

疗部分的医师。然后根据产妇的具体情况定制专有的盆底肌

恢复方案，有小组成员对产妇进行指导。在第一阶段需要科

学合理的对产妇指导在家自行展开缩肛等有助于盆底肌功能

恢复的锻炼和运动；运动强度按照产妇的接受程度进行判定，

一般而言一天三次，每次保持十五分钟。第二阶段，家庭随

访医师必须亲自前往产妇家进行实地了解，注意产妇的生活

状态，进行针对性的盆底肌恢复训练，可以进行亲身示范，

增加盆底肌功能恢复的有效性。第三阶段，主要由保健医师

跟进产妇的情况，对产妇的子宫状态进行观察。最后需要相

关部门和人员按照产妇的实际情况定制康复计划，帮助产妇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加强饮食控制和锻炼
[2]
。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产妇的锻炼依从性（依从、不依从）、盆底肌

张力良好率（优、良、差）。 

1.4 统计学方法 

将本次实验结果都纳入统计学 SPSS21.0 的软件分析，x2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将两组结果进行统计后，若

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的锻炼依从性 

实验组产妇依从 38（95.00%）例，不依从 2（5.00%）例，

总依从例数 38（95.00%）例；参照组产妇依从 33（82.50%）

例，不依从 7（17.50%）例，总依从例数 33（82.50%）例；

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x2
=7.825，P=0.005）。 

2.2 比较两组患者的盆底肌张力良好率 

实验组患者的盆底肌张力为优 20（50.00%）例，良 17

（42.50%）例，差 3（7.50%）例，盆底肌张力良好 37（92.50%）

例；参照组患者的盆底肌张力为优 15（37.50%）例，良 17

（42.50%）例，差 8（20.00%）例，盆底肌张力良好 32（80.00%）

例；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x2
=6.588，P=0.010）。 

3 讨论 

产妇在成功分娩以后，盆底肌功能受到伤害。有关资料

显示，对产妇进行有效的康复运动能够帮助恢复盆底肌功能。

因此，对于产妇出院以后，医护人员仍旧需要密切留意产妇

的身体情况，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康复指导，利用肛缩等运

动措施达到盆底肌功能的恢复
[3]
。 

延续性护理和传统护理模式不同，主要是从产妇生理、

心理以及机体状态等方面出发进行干预，需要对产妇进行知

识宣教以及运动指导，增加产妇对训练的认知，不仅能够帮

助产妇促进盆底肌功能的恢复，还能够提高产妇的生活质量

以及护理效果，护理效果显著
[4]
。本次实验结果表明，实验

组的锻炼依从性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并且实验组的

盆底肌张力良好率明显优于参照组（P＜0.05）。这表示延续

性护理能够促进盆底肌功能，增加产妇的锻炼依从性。 

综上所述，对产妇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比之传统护理来

说，更能够改善盆底肌状态，提高产妇的锻炼依从性，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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