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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护理新模式对于促进自然分娩并降低剖宫产率的影响分析 
魏淑吟 

中信惠州医院  广东惠州  516006 

摘要：目的：分析通过产科护理新模式来提高自然分娩率、降低剖宫产率的具体效果。方法:将 74 例即将分娩的产妇作为研究
对象，经临床诊断，其符合实验入组标准，而且在入组后将其随机分配为两组，一组使用常规护理，另一组使用产科护理新模
式，每组 37 例产妇，比较其分娩结局。结果：使用产科护理新模式干预后，31 例选择自然分娩，6例剖宫产；而常规护理模
式下，23 例产妇选择自然分娩，其余 14 例选用剖宫产，相比之下观察组的自然分娩率更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通
过产科护理新模式的应用，可提高自然分娩率、降低剖宫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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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

对于分娩方式的选择更加倾向于剖宫产。分娩是女性正常生

理过程，无论是自然分娩还是剖宫产均有其优势，且剖宫产

是现代医学技术不断发展下的产物，对于一些高危产妇来说

是首选，但是据调查研究来看，更多的产妇对剖宫产所带来

的危害并不了解，只是在思想意识比较恐惧自然分娩时的疼

痛感。总的来看，自然分娩依然是大部分产妇的首选，但如

何让更多的产妇选择自然分娩是当下需要考虑的问题。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已经由伦理委员会同意，实验时间为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3 月，共有 74 例，均符合研究标准，同时在入

组后将其随机分配为对照组、观察组，每组 37 例。对照组内

产妇年龄在 23~37 岁，平均年龄（30.52±2.24）岁，孕周为

37~41 周，平均（40.14±0.96）周；观察组中孕妇最小年龄

22 岁，最大年龄 40 岁，平均年龄（31.41±3.32）岁，孕周

为 38~41 周，平均（40.89±1.05）周。对比来看两组研究对

象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措施实施于对照组中，注重定期检查血压、

胎心等指标，并且要根据其实际情况制定护理规划。 

观察组应实施产科护理新模式。①健康宣教：当前时代

背景下，许多产妇的思想意识存在有一定的不足，并没有认

识到自然分娩的优势，而是过于倾向于剖宫产的无痛优势，

但是据实际情况来看，剖宫产会给女性身体带来不可逆转的

伤害。对此在产科护理新模式下必须要重视加强健康教育，

护理人员可通过多种途径来开展健康教育，如面对面宣教、

创建微信公众号定期发送健康知识、开展讲座或共同观看相

关宣传视频等，促使患者可以加深对自然分娩的认知深度
[1]
。

②心理护理：在常规护理模式下，护理人员并未能够重视心

理疏导，以至于许多产妇会存在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心理，如

焦虑、恐惧等，护理人员要重视开展心理疏导工作，多多与

产妇沟通交流，科学合理地解答其疑问。同时，要向产妇讲

解有关自然分娩的优势，而且也要纠正产妇对分娩方式的错

误认知，让产妇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分娩方式，

以此来循序渐进缓解其负面情绪。③个性化护理：产科护理

新模式下要重视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落实，在对产妇实施护

理前，应了解其基本情况，如家庭、个人情况，并为其制定

相对科学，合理的护理方案。④产程护理措施：在进入产房

后，患者会感受到较为强烈的疼痛感，可能会导致其信心不

足，那么在采取护理时，要注意语言性沟通和非语言性沟通

技巧的应用，如使用言语鼓励患者，并且可手握住患者，让

其能够感受来自护理人员所给予的力量；同时也要密切关注

产妇生命体征，对于一些高龄产妇需进一步提高关注度，若

发现风险情况，应立即转为剖宫产
[2]
。 

1.3 观察指标 

比较其两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和剖宫产率。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过程中的统计学处理工具选用 SPSS20.0，使用“±”

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表示计数资料，分别使用 t、X
2
检验，

若数据间差异较大且存在有统计学意义，可表示为（P＜

0.05）。 

2 结果 

2.1 分娩结局分析 

表 1 两组产妇分娩结局比较（n/%） 

组别 n 自然分娩 剖宫产 

观察组 37 31（83.78） 6（16.22） 

对照组 37 23（62.16） 14（37.84） 

X
2
值  13.021 11.114 

P 值  ＜0.05 ＜0.05 

通过表 1 分析来看，观察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 

3 讨论 

当前时代背景下，剖宫产率在逐年增高，但是最初剖宫

产主要被应用于一些高危孕妇的分娩中，而对于一些体征正

常的孕妇，则推荐使用自然分娩。对于孕妇来说，自然分娩

会有较为剧烈的疼痛感，但是在产道、宫缩的挤压下能够起

到一定的锻炼作用，使得新生儿能够进一步提高其感觉功能、

神经功能。但是据调查研究来看，许多产妇对自然分娩的认

知不足，仅仅停留在“疼痛”这一单一认知上，并未能够认

识到自然分娩的优势。 

在本次研究中，于观察组使用产科护理新模式，其不同

于常规护理模式，具有“新”的特点，如在本次实验过程中，

重视对产妇实施综合、系统的健康教育，同时在开展护理措

施前根据其实际情况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护理计划，且从整

体来看，产科护理新模式更优应用价值。如表 1 可见，观察

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高达 83.78%，较之对照组 62.16%更高，

（P＜0.05）。 

通过本次研究分析来看，产科护理新模式的应用对提高

自然分娩率有重要意义，适宜在临床上继续加大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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