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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进行产检对降低孕妇母婴并发症发生率们临床价值 

王桂珍 

（湖北省咸宁市妇幼保健院 产科） 

【摘  要】目的分析定期产检对降低孕妇母婴并发症的临床价值。方法筛选在我院产检及分娩的86例孕妇，具体时间段为2023年10

月-2024年，分成两组，其中未进行定期产检的为对照组，而接受定期产检干预的为研究组。结果研究组妊娠并发症率

更低（P＜0.05）；研究组心理状况更好（P＜0.05）；研究组妊娠结局更好（P＜0.05）。结论对孕妇施以定期产检的干预

效果更加理想，可以明显降低妊娠并发症，缓解负面心理，改善母婴结局，可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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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value of regular obstetric examination is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maternal and infant complications 

Wang Guizhen 

（Hubei Xianni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bstetrics）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value of regular obstetric examination in reducing maternal and infant complications. Methods 

86 pregnant women were screened and delivered in our hospital，the specific period was from October 2023 to 2024，divided 

into two groups，among which those without regular obstetric examination were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ose receiving regular 

obstetric intervention were the study group. Results The pregnancy complication rate was lower in the study group（P <0.05）；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was better（P <0.05），and the pregnancy outcome in the study group（P <0.05）. Conclusion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regular obstetric examination for pregnant women is more ideal，which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pregnancy 

complications，alleviate negative psychology，improve maternal and infant outcomes，and can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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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怀孕之后的身体会出现明显变化，主要有代谢紊

乱、激素异常变化以及内分泌失调等，而这些变化很容易造

成妊娠期并发症及不良妊娠结局出现[1]。目前，妊娠期检查

的内容主要是指对孕妇的血糖、血常规及血压等开展检查，

还要全面筛查胎儿的具体发育情况和是否畸形等，因此孕妇

在开展产检期间，能够结合具体的产检指标，掌握自身和胎

儿在对应阶段的各自状态，从而及时发现出现的不良问题，

然后制定科学的干预方式，来缓解妊娠期并发症和不良的妊

娠结局出现[2-3]。所以此研究通过分析孕妇在怀孕阶段是否定

期产检，来确认定期产检对降低孕妇母婴并发症的临床影

响，并进行以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筛选在我院产检及分娩的86例孕妇，具体时间段为2023

年10月-2024年，分成两组，对照组43例，年龄20~40岁，平

均（28.35±0.85）岁；初产妇28例，经产妇15例。研究组34

例，年龄20~41岁，平均（29.25±1.25）岁；初产妇29例，

经产妇14例，且一般资料具有足够可比性（P＞0.05）。 

1.2方法 

对照组：未进行定期产检，总次数<6次，而研究组接受

定期产检干预，总次数≥9次。具体内容为：（1）产检内容：

在孕妇产检期间，要详细掌握其个人病史和夫妻双方的遗传

历史等，并对产妇开展综合的体格及产科检查，提醒产妇定

期产检，来让医师能够全面掌握妊娠和胎儿状态，并通过比

较相邻两次的临床产检数据，来全面筛查孕妇和胎儿的相关

异常状态，从而及时制定针对性的干预内容。（2）提高高危

孕妇管理：就目前来说，高危孕妇属于孕期管理核心所在，

所以要建立针对性的孕检档案，并对其开展专案管理，由专

人对档案进行保管，在产检之后把具体的母婴情况在档案详

细记录，然后予以后续回访，去当作孕期母婴健康情况分析

的根据。（3）健康教育：在孕妇产检期间开展综合性的健康

宣教，对孕妇和家属开展妊娠知识的对应宣教，若在此期间

出现高危妊娠状态，就要尽快采取科学的干预内容，并使其

和家属足够配合进行定期产检，然后掌握高危孕期科学管理

的关键意义，来加强孕妇和家属的整体依从性。（4）心理管

理：如果孕妇属于高危妊娠，那么其中的危险因素就会严重

影响母婴安全，并产生较多的不良事件，此时孕妇就会出现

较多的负面心理。所以在体检期间，医生要提高和孕妇的有

效沟通，建立和谐友好的医患关系，并开展针对性的一对一

心理护理，来最大程度缓解孕妇的负面心理，并使其能够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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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医嘱主动配合每次产检。（5）饮食管理：给孕妇制定科学

营养的膳食计划，来确保母婴能够摄入足够的营养元素，特

别是如果孕妇出现高危因素，就更加要提高饮食指导。如果

孕妇出现糖尿病，就要严格控制糖分的整体摄入量，保证营

养均衡，尽量多的摄入蛋白和水果蔬菜，来补充足够剂量的

维生素，还要结合医嘱提高用药指导，来控制巨大儿的出现，

如果在产检期间出现可疑巨大儿，就要予以完善的孕期指

导，并提倡没有禁忌症的相关孕妇开展有氧运动及力量训

练，来合理控制自身体重。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妊娠并发症发生率。 

比较两组心理状态。 

比较两组妊娠结局。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 SPSS22.0 分析，计数行 X2（%）去检验，计量

行 t 去检测，若 P＜0.05，则代表显著差异。 

2 结果 

研究组妊娠并发症率更低（P＜0.05），见表1。 

表 1  发生情况对比（例） 

组别 例数 产前子痫 妊娠糖尿病 贫血 出血 胎盘早剥 发生率 

对照组 43 1 2 2 1 1 7（16.3） 

研究组 43 0 1 0 1 0 2（4.7） 

X2 /      4.327 

P /      ＜0.05 

研究组心理状况更好（P＜0.05），见表 2。 

表 2  指标对比（ sx  ） 

HAMA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例数 

产前 产后 产前 产后 

对照组 43 52.66±3.48 39.23±2.62 59.85±3.43 45.64±3.27 

研究组 43 52.34±3.63 27.52±2.17 59.62±3.24 32.63±3.15 

T 值  1.045 14.765 1.053 16.124 

P 值  ＞0.05 ＜0.05 ＞0.05 ＜0.05 

研究组妊娠结局更好（P＜0.05），见表3。 

表 3  分娩结局对比（例，%） 

组别 例数 巨大儿 早产 新生儿缺陷 新生儿窒息 

研究组 43 4（9.3） 5（11.6） 3（7.0） 4（9.3） 

对照组 43 1（2.3） 2（4.7） 0（0.0） 1（2.3） 

X2 / 6.394 6.391 6.525 6.391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伴随新时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以及生育观念的变化，使得

更多的女性选取晚婚晚育，从而造成产妇年龄出现逐步上升

的趋势，并出现较多的高龄产妇[4]。其次，有些孕妇受家庭、

生活以及工作等很多方面综合影响，所以在怀孕过程中就不

能根据临床规定开展定期产检[5]。而实践指出，年龄较高以

及怀孕过程中不能开展定期产检的孕妇整体的分娩风险要

显著高过于定期产检孕妇。除此之外，孕妇在整体的怀孕过

程中，自身也会出现显著变化，包括代谢紊乱以及内分泌失

调等，还会加重自身的基础疾病，造成在怀孕过程中产生较

多的并发症，并影响胎儿的正常生长发育，最终造成不良的

妊娠结局出现[6-7]。 

产检能够有效筛查母婴疾病和相关并发症，然后及时采

取合理的干预内容，来确保胎儿能够正常的进行生长发育，

并最大程度控制妊娠并发症出现，提高妊娠结局，确保母婴

健康[8]。而孕妇根据定期产检可以掌握自身的妊娠情况，帮

助医生结合产检结果来对饮食及生活予以多方面干预，提示

具体的注意事项，来有效改善孕妇自身的身体素质，确保胎

儿能够健康成长[9]。目前伴随大众保健意识的提高以及就医

观念变化，使得孕妇对于定期产检的整体意识有了显著提

高，并进一步提高定期产检率。通过定期产检，能够帮助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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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了解胎儿的具体发育状态，然后合理筛查胎儿的隐匿病

症，并明确胎儿是否出现先天性缺陷和孕妇是否出现相关并

发症等，所以开展定期产检，会直接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整

体健康[10]。通过定期产检，能够尽早确认孕妇是否出现并发

症以及胎儿的发育有无异常等，并结合产检结果来明确具体

的分娩方式，确保胎儿能够顺利生产[11]。其次，在产检期间，

医生也会详细掌握并记录孕妇的基础信息，从而准确评估整

体的妊娠风险。通过超声检查和产妇自身的末次月经日也能

够合理推算具体的预产周期，并在不同妊娠周期提醒合适准

确的注意禁忌，使其能够按时产检。除此之外，产检还会更

加重视孕妇自身的血压、体重和血糖的对应波动，并明确胎

儿的整体发育，从而结合其具体情况来指导孕妇规律饮食并

合理作息，并最大程度控制妊娠并发症的出现，来确保整体

的母婴安全，使其在预产期里面能够顺利生产[12-13]。 

表1中，研究组妊娠并发症率更低（P＜0.05），原因是

因为：定期产检能够准确筛查孕妇是否并发糖尿病及高血压

等基础疾病，并掌握其怀孕过程中不良事件到出现情况，从

而制定针对性到干预内容，从而最大程度控制母婴病症和并

发症的出现[14]。其次，表2中，研究组心理状况更好（P＜0.05），

确认定期产检中开展心理管理能够明细缓解孕妇到抑郁及

焦虑心理。最后，表3确认研究组妊娠结局更好（P＜0.05），

原因是因为：定期产检能够帮助医师最大成都掌握孕妇的妊

娠及胎儿到生长发育状态，纠正不良到生活及饮食习惯，从

而在确保母婴安全基础上，进一步改善整体的妊娠结局[15]。 

综上所述，对孕妇施以定期产检的干预效果更加理想，

可以明显降低妊娠并发症，缓解负面心理，改善母婴结局，

可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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