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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不同时间应用康复护理对盆底功能恢复情况的影响 
宋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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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研究对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妇实施产后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后，产妇盆底功能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方
法：选取我院 2019 年 9月至 2020 年 9月期间收治的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妇共 110 例，研究组（n=55）给予产后早期康复
护理，参照组（n=55）给予产后中期康复护理。对比两组产妇盆底功能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结果：干预期结束后，研究组盆
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妇盆底功能及生活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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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对盆底
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妇实施产后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产妇盆底功能及生活质量，故方案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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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一般发生在产后，表现为下腹坠胀、

酸痛，严重者子宫、阴道脱垂，漏尿等不适症状。在疾病早
期改变生活方式、保守治疗效果肯定，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虽然“不致命”、晚期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心理健康，
这样看来把盆底疾病控制在能够康复治疗阶段显得尤为重
要。我院选取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入院接受治疗的 110
例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妇作为研究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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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期间收治的盆底功

能障碍性疾病产妇共 110 例，将其随机分组，给予产后早期
康复护理干预措施组为研究组，研究组 55 例产妇平均年龄为
（26.34±1.09）岁；给予产后中期康复护理干预措施组为参
照组，参照组 55 例产妇平均年龄为（25.38±1.41）岁；对
比两组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妇盆底功能及生活质量改善情
况。所有产妇的基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研究组  产后早期康复护理。护理人员在产妇产后第 7

周为患者实施康复护理。 
参照组  产后中期康复护理。护理人员在产妇产后第 11

周为患者实施康复护理。 
研究组与参照组康复护理内一样，但是实施时间不一样。

（1）盆底肌肉训练。即“Kegel 锻炼”，通过有意识地对盆
底肌肉进行主动收缩，加强控尿能力。该训练方法：产妇可
在仰卧位、站位、坐位进行吸气，尽力收缩肛门，保持 5～
10s，呼气时放松 10s 后再收缩，反复练习。研究发现介入
Kegel 锻炼的产妇阴道肌力明显高于未进行 Kegel 锻炼的产
妇，说明有意识的锻炼盆底肌可有效收缩尿道口、阴道、肛
门周围的肌肉，增加盆底肌的紧张度和收缩力，改善盆底肌
的血液循环。但由于动作单凋，练习过程乏味而不能很好坚
持，较难持续坚持。因此需医务人员给予指导及家属鼓励和
督促。（2）电刺激治疗。将不同参数的电刺激电极放置在阴
道内，刺激盆底肌肉被动收缩，提高盆底肌本体感，以增强
控尿能力、提高生活质量。（3）生物反馈治疗。通过视觉信
号，学会自主控制盆底肌的收缩和舒张。将产生信号的电子
生物反馈治疗仪探头置入患者阴道内。在不同的游戏场景模
块中引导患者学会协调收缩盆底 I类肌纤维、Ⅱ类肌纤维。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产妇干预后的盆底功能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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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两组盆底功能改善情况 

干预完成后，研究组盆底功能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参照组，
（P＜0.05）。见下表 1： 

表 1  两组盆底功能改善情况对比 

组别 n 有效 一般 无效 改善情况（%）

研究组 55 32（58.18%） 19（34.55%） 4（7.27%） 51（92.73%）

参照组 55 24（43.64%） 13（23.64%） 18（32.73%） 37（67.27%）

X2 / 3.6629 1.8639 4.2287 4.2287 

P / 0.0000 0.0671 0.0000 0.0000 

2.2 对比两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 
干预完成后，研究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参照组，

（P＜0.05）。见下表 2： 
表 2  两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对比 

组别 n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心理功能 

研究组 55 87.62±3.53 82.34±4.57 86.92±3.48 83.76±3.25

参照组 55 61.36±3.78 68.23±3.47 61.46±3.27 65.43±3.17

t / 14.5631 13.2791 23.0928 28.7964 

p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是由于盆底结构功能异常而引

起的一系列疾病的总称
[1]
，包括盆腔脏器脱垂、压力性尿失

禁、性功能障碍、粪失禁……我国成年女性中的发病率达 30%
以上

[2]
，在国外被称为社交癌，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关注

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普及了盆底肌肉
评估、生物反馈训练和电刺激治疗，对产后 42 天的妇女常规
进行盆底肌肉训练

[3]
，从而大大的减少了盆腔器官脱垂以及

尿失禁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发生
[4]
。同时，唤醒盆底的

神经及肌肉，使阴道更好的回复到紧缩状态
[5]
，从而提高性

生活的质量、快感及高潮。本次研究中，研究组接受产后早
期康复护理干预，参照组接受产后中期康复干预，结果显示，
对比干预后的盆底功能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研究组产妇盆
底功能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表明产后早期康复护理干预效果显著。 

综上，针对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妇采取产后早期康复
护理干预，产妇盆底功能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显著改善，适
于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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