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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对非意愿妊娠妇女避孕知识的影响分析 
刘小花 

成都市双流区妇幼保健院  四川成都  610200 

摘要：目的：针对非意愿妊娠妇女采用健康教育后对其避孕知识的影响效果进行分析。方法：在本辖区 2019年 5月到 2021年
5月期间，随机对两个社区的 500例接受定期妇科检查非意愿妊娠妇女对避孕知识知晓度进行调查，一个社区记为对比组共 250

例，采用普通宣教，另一个社区记为观察组共 250例，采用优质健康宣教，对比自愿参加健康宣教的非意愿妊娠妇女知识宣教
后对短效口服避孕药、安全期避孕、紧急避孕药、避孕套以及体外射精避孕等方法知晓率。结果：观察组通过宣教后非意愿妊
娠妇女对短效口服避孕药、安全期避孕、紧急避孕药、避孕套以及体外射精避孕等方法知晓率较宣教前大幅度提高（p<0.05）。
结论：针对非意愿妊娠妇女采用健康教育后对其避孕知识的了解度有明显提升，能够进一步了解各种避孕知识的方法和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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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是一种计划生育的补充手段，而不是避孕手段，

多次人工流产会严重危及妇女的健康状态，甚至出现感染、

出血以及各种妇科炎症等，引发不孕不育风险。为了能够有

效提高非意愿妊娠妇女的避孕知识，需要通过有效的健康教

育手段，使非意愿妊娠妇女了解各种避孕方法
[1]
。因此，本

文主要针对非意愿妊娠妇女采用健康教育后对其避孕知识的

影响效果进行分析。其中，研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式，在本辖区 2019 年 5 月到 2021 年

5 期间，随机对两个社区的 500 例接受定期妇科检查非意愿

妊娠妇女对避孕知识知晓度进行调查，一个社区记为对比组

共 250 例，采用普通宣教，对比组自愿参加健康宣教的非意

愿妊娠妇女年龄均值为（33.63±5.28）岁，初中及以下学历

150 人，高中学历 200 人，大专学历 90 人，本科学历 60 人，

硕士及以上学历 2 人。另一个社区记为观察组共 250 例，采

用优质健康宣教，观察组参加健康宣教的非意愿妊娠妇女年

龄均值为（32.85±5.85）岁，初中及以下学历 130 人，高中

学历 210 人，大专学历 100 人，本科学历 40 人，硕士及以上

学历 20 人。纳入标准：上述所有研究者均为非意愿妊娠妇女，

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排除患有精神疾病者。 

1.2 方法 

对比组采用常规宣教法。观察组对非意愿妊娠妇女开展

问卷调查，了解非意愿妊娠妇女对各种避孕知识的了解程度，

其中包括避孕方法以及相关方法的优缺点。（2）心理宣教：

针对参与调查的非意愿妊娠妇女进行心理宣教，降低非意愿

妊娠妇女的抵触心理，防止参加调查的妇女在调查过程中因

害羞、紧张等负面情绪影响调查结果的准确度，在此过程中

护理人员通过讲解本次研究的意义，告知本次研究的内容和

目的提高参加调查的妇女的心理接受能力。（3）知识宣教：

通过发放知识宣教手册，在医院和社区公告栏中粘贴相关的

知识宣教海报，并播放与短效口服避孕药、安全期避孕、紧

急避孕药、避孕套以及体外射精避孕等使用方法，各种避孕

方法的优点和缺点以及适用范围，并告知避孕失败后的补救

措施等，提高参加调查的妇女对各种避孕方法的了解能力，

通过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了解参加调查的妇女非意愿妊娠的原

因，并通过交谈等方式了解非意愿妊娠妇女通过知识宣教后

对避孕知识的了解程度
[2]
。 

1.3 观察指标 

对比自愿参加健康宣教者知识宣教后对短效口服避孕

药、安全期避孕、紧急避孕药、避孕套以及体外射精避孕等

方法知晓率。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19.0 统计软件中进行分析，采用 x2 检

验，并以百分数（%）表示，若（P＜0.05）则差异显著，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在本次研究中，对比组对短效口服避孕药使用方法、优

缺点知晓率为 36.84%（21/57），观察组知识宣教后知晓率

为 92.98%（53/57），x
2
=10.523，p=0.001<0.05；对比组对

安全期避孕方法、优缺点知晓率为 33.33%（19/57），观察

组知识宣教后知晓率为 96.49%（55/57），x
2
=10.557，

p=0.001<0.05；对比组对紧急避孕药使用方法、优缺点知晓

率为 40.35%（23/57），观察组知识宣教后知晓率为 98.25%

（56/57），x2=10.589，p=0.001<0.05；对比组对避孕套使用

方法、优缺点知晓率为 45.61%（26/57），观察组知识宣教

后知晓率为 100.00%（57/57），x
2
=10.603，p=0.001<0.05；

对比组对体外射精避孕方法、优缺点知晓率为 36.84%

（21/57），观察组知识宣教后知晓率为 96.49%（55/57），

x
2
=10.448，p=0.001<0.05。 

3 讨论 

采用科学的避孕方法能够有效避免非意愿妊娠妇女发生

意外怀孕事件，降低非意愿妊娠妇女人工流产概率。通过采

用健康宣教方式，能够有效提高非意愿妊娠妇女对人工流产

危害的认识，并提高非意愿妊娠妇女对各种避孕方法的了解。

通过采用健康教育模式，通过问卷调查能够进一步了解非意

愿妊娠妇女不愿意妊娠原因和对避孕知识了解度，采用心理

宣教，能够降低非意愿妊娠妇女防备心理，缓解害羞、尴尬、

紧张情绪。通过健康宣教，能够使非意愿妊娠妇女进一步了

解短效口服避孕药、安全期避孕、紧急避孕药、避孕套以及

体外射精避孕等避孕方法，并了解相关的使用方法和适用环

境，提高非意愿妊娠妇女对自身的保护能力
[3]
。 

综上所述，针对非意愿妊娠妇女采用健康教育后对其避

孕知识的了解程度有所提高，对各种避孕知识的使用方法、

适用环境和优缺点有一定了解。因此，知识宣教在普及医学

知识等过程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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