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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后关爱延续服务对稽留流产患者的影响 
刘连群  李丽芳  冉爱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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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次研究中，对稽留流产患者采取流产后关爱延续服务，对其效果予以探究。  方法：于 2020 年 1月- 2021 年
1月期间筛选的 80 例稽留流产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将上述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40例，
常规护理）；实验组（40 例，流产后关爱延续服务）。观察 2 组护理后的效果，对比 2 组护理满意度。结果：实验组护理后
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2组对比差异经统计学分析后有意义。结论：此次研究中，对稽留流产患者采取流产后关爱延
续服务，可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该护理方法可在稽留流产患者的护理中予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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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留流产是指胚胎或者胎儿在宫内已经停止发育，但是

尚未自然排出的一种疾病。它是一种常见的自然流产，其发

病率较高，引发机制尚未明确
[1]
。该疾病对患者及其家属带

来了较大的痛苦。因此，有必要为患者提供相应的护理干预，

并且加强其健康教育。此次研究中于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期间筛选的 80 例稽留流产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对稽留流

产患者采取流产后关爱延续服务，对其效果予以探究。结果

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于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期间筛选的 80 例稽留流产

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将上述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

验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40 例，常规护理）；实验组（40

例，流产后关爱延续服务）。2 组基础资料对比差异经统计

学分析后无意义。基础资料：年龄（实验组：23-35 岁，平

均年龄：26.78±4.32 岁；对照组：24-36 岁，平均年龄：

27.84±4.25 岁）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人流术常规护理服务，含人流术前与术

后知识宣讲、术时护理观察，了解其避孕措施落实情况及重

复流产情况。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流产后关爱延续服

务，详情见下文： 

①心理护理：护理人员对患者的身心状况予以详细了解，

在交流过程中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心理

干预。在护理过程中，应尊重患者，并鼓励患者适当地发泄

情绪，对患者的经历表示同情和支持，帮助患者重新建立自

信。 

②健康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稽留流产的常见

原因，并说明胚胎染色体异常是造成流产的主要原因，以缓

解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负担，并告知患者对其自身的生育能

力没有明显影响。 但是，必须在六个月至一年内采取避孕措

施。进而对患者再次妊娠的信心予以提高。 

③出院指导：患者出院时给予其出院指导，告知患者出

院后要保持健康，同时要做好自我管理，术后要定期来院进

行复查，同时还要加强避孕措施。 

④建立微信群，由科室几位高年资的医护人员管理此群，

定期推送人流术、避孕、女性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等知识。

引导患者扫码进群，患者可就人流后及避孕方面的疑问进行

咨询，解答其术前准备、流程、术后恢复等方面的疑问，告

知其重复人流的危害性，科学选择适用于自身及伴侣的避孕

方法。术后两周内，医患双方保持密切联系，早期发现患者

人流术后的异常情况，预防人流术后并发症。 

⑤术后回访：于人流术后 1、3、6、12 月对其进行电话

随访，了解其避孕措施落实及重复流产情况。 

1.3 效果标准 

观察 2 组护理后的效果，对比 2 组护理满意度。护理满

意度应用本院自制满意度问卷调查表予以统计，满意标准为：

非常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结果数据输入 SPSS25.0 软件中分析，护理满意

度采用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实验组护理后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2 组对比

差异经统计学分析后有意义。 

表 1 计数资料表格名[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 40 23（57.50%） 15（37.50%） 2（5.00%） 95.00%（38/40）

对照组 40 17（42.50%） 12（30.00%） 11（27.50%） 72.50%（29/40）

χ
2

- - - - 7.439 

P - - - - 0.006 

3 讨论 

稽留流产是我国发病率较高的一种疾病，又称为过期流

产或者死胎不下
[2]
。稽留流产会给孕妇带来严重的心理刺激，

容易引发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因此，在临床护理过程中，

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心理干预措施。根据相关研究得知，稽留

流产患者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均高于普通患者。其与孕妇

担心流产对家庭及其生育产生影响有密切的联系
[3]
。 

流产后关爱延续服务更加重视患者的心理护理，并给予

健康宣教，可对患者稽留流产的认知予以有效的提升，同时

可对患者和家属的心理负担予以缓解，从而能够为未来的妊

娠建立良好的基础
[4]
。在此次研究中，实验组护理后满意度

高于对照组（P<0.05），2 组对比差异经统计学分析后有意

义。经本次研究结果对比可知，对稽留流产患者采取流产后

关爱延续服务的效果优于常规护理。 

综上所述，此次研究中，对稽留流产患者采取流产后关

爱延续服务，可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该护理方法可在稽

留流产患者的护理中予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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