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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对高危妊娠孕妇心理状态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杜菊芳  陈秀芳  邓玉洁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人民医院  湖北沙洋  448200） 

【摘  要】目的 分析优质护理干预对高危妊娠孕妇心理状态及睡眠质量的影响效果。方法 选择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本院接诊

高危妊娠孕妇118例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和观察组（优质护理干预），各59例，比较护理效果。结果 

在心理状态及睡眠质量方面，观察组护理后均好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针

对高危妊娠孕妇，建议实施优质护理干预，以此可以帮助改善孕妇的心理状态，稳定孕妇的情绪，且可以提升其睡眠质

量，促使其身心不适得到缓解，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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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sleep quality in high-risk pregnant women 

Du Jufang  Chen Xiufang  Deng Yujie 

（Shayang County People's Hospital，Jingmen City，Hubei Province，Hubei Shayang  4482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sleep quality in high-risk pregnancy. 

Methods The hospital received 118 pregnant women with high-risk pregnancy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4 for study，

which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usual nursing）and observation group（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59 cases 

each，and to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 Results In terms of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leep quality，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 <0.05；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For 

high-risk pregnant pregnant women，it is suggested to implement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which can help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regnant women，stabilize the mood of pregnant women，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and reliev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discomfort，with significant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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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高危妊娠孕妇，其指的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孕

妇本身或胎儿存在较为明显的健康风险，比如出现妊娠并发

症等。相关调查发现，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不健

康生活习惯的问题愈发突出，所以使得临床接诊高危妊娠孕

妇不断增多，情况不容乐观[1]。由于此类孕妇在分娩前的妊

娠风险相对较高，所以其容易出现一定程度的心理负担，不

良情绪产生，进而对其睡眠质量会造成不利影响，孕妇承受

明显的身心负担，其后续的分娩结局也容易受到影响。对此，

建议做好高危妊娠孕妇的护理干预，但以往采取的常规护理

的效果较为有限，尽管可以帮助对孕妇的机体状态加以改

善，不过却未能关注到孕妇的心理状态，缺少必要的心理干

预，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2]。优质护理干预是临床较为新颖

的一种护理模式，其较为科学、全面，可以对孕妇的身心状

态加以改善，在保障孕妇机体不适得到减轻的同时，可基于

孕妇的实际需要开展相应的心理疏导，以此促使其心理压力

有所减轻，睡眠质量也能得到改善。因此，本文重点探究优

质护理干预对高危妊娠孕妇心理状态及睡眠质量的影响效

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本院接诊高危妊娠孕

妇 118 例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9 例。

对照组：年龄 28-40（32.26±4.3）岁，孕周 28-38（28.7±

3.2）周。观察组：年龄 29-39（31.35±3.2）岁，孕周 26-37

（27.3±2.6）周。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研究

选入孕妇对研究内容清楚了解，自愿入组，并对书面同意材

料进行签署；孕妇临床资料完整，无缺失；孕妇依从性良好，

可做好相应的配合；孕妇未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出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优质护理干预，主要

包括： 

（1）心理护理：护理人员应当积极主动和孕妇进行沟

通，对孕妇的想法进行了解，做好孕妇的心理评估，根据实

际需要，可针对性开展心理疏导，以此对孕妇的负面情绪进

行缓解，促使其可以保持较为积极的心理状态，进而能正视

高危妊娠的发生。对于较为内向的孕妇，护理人员要多鼓励，

给予其治疗信心，帮助孕妇调整心理状态，并告知对方胎儿

和自身的健康状况与情绪状态的关系较为紧密，以此引起对

方的重视[3]。若有需要，可对以往的成功案例进行介绍，从

而促使孕妇的信心得到提升。而对于性格较为外向的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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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要做好对于孕妇的引导，令孕妇可以获得倾诉的机会，

护理人员则扮演好倾听者的角色，对其表示尊重和理解，使

其能及时发泄负面情绪，从而降低产生不良情绪的风险。 

（2）亲情支持：护理人员要提供必要的人文关怀，对

于孕妇的护理需要，应尽量加以满足。若条件允许，可寻求

孕妇家属的协助，令家属多陪伴、鼓励孕妇，给予孕妇更多

的关心及关怀，发挥亲情支持的力量，帮助孕妇对自身的情

绪状态进行调整[4]。此外，要提示孕妇家属注意观察孕妇平

时的状况，如果孕妇出现异常情况，则应当及时联系医护人

员进行处置。 

（3）睡眠护理：护理人员应当为孕妇提供优质的居住

环境，保证室内干净卫生，且较为温馨舒适，以此促使孕妇

可以获得较好的休息，能对孕妇日常的睡眠质量加以保障。

限制探视的人员及次数，避免打扰孕妇的休息，室内要减少

噪音，保证安静，同时需定时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的空气流

通[5]。注意对室内的温湿度进行调节，一般建议将温度稳定

在 23-25℃，湿度稳定在 55%，保证孕妇体感较为舒适。护

理人员要提示孕妇日常应当有足够的休息，在入睡时可选择

左侧卧位。另外，若孕妇存在入睡困难的问题，则可于入睡

前进行冥想，或对轻音乐进行播放，从而帮助孕妇对情绪进

行平复，促使其可以尽快进入睡眠状态，保证孕妇的睡眠质

量得到显著提升。 

（4）放松锻炼：护理人员应当引导孕妇进行放松锻炼，

要保证锻炼的环境较为安静且舒适。在进行锻炼时，重点对

头部及四肢肌肉进行放松，并且可在锻炼的同时对孕妇喜爱

的音乐进行播放，孕妇可以伴随着节奏慢慢放松身体[6]。不

过应当注意的是，锻炼的开展需要基于孕妇的机体状况科学

安排，要适度进行，注意对锻炼的强度及时间加以控制。 

（5）外阴护理：护理人员要提示孕妇做好外阴位置的

清洁，日常应当勤更换内衣裤，保证外阴位置维持干燥的状

态。基于孕妇的机体状况，可选择对会阴垫进行使用，以此

能对逆行交叉感染的发生加以预防，避免对孕妇造成额外的

损伤[7]。 

（6）饮食护理：基于孕妇的机体状况及自身偏好，护

理人员应为其针对性确定饮食方案，并严格执行。保证孕妇

可以科学饮食，合理饮食，每日应当摄入充足且均衡的营养，

防止出现营养过剩或营养不良的情况。通常建议选择蛋白

质、纤维素、维生素丰富的食物，要注意对脂肪、糖分及盐

分的摄入量加以控制[8]。对于胎儿发育缓慢或胎盘功能低下

的孕妇，要做好必要的营养补充。若孕妇存在糖尿病，则应

当对糖分的摄入加以严格控制，也要避免过多食用坚果类食

物或淀粉。若孕妇存在高血压，则要减少动物内脏的食用量，

盐分的摄入量也要予以控制。 

1.3 观察指标 

①心理状态：以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进行评估，得分越低，则孕妇心理状态越好。②睡

眠质量：以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进行评估，涉及 4

个维度，得分越高，则孕妇睡眠质量越差。③护理满意度：

以本院自制量表进行评估，总计 100 分，非常满意 90-100

分，满意 60-89 分，不满意 0-59 分。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6.0 统计分析数据，计数数据、计量数据记

为[n（%）]、（ sx  ），行 2x 检验、t 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比较 

见表 1。 

2.2 两组 PSQI 评分比较 

见表 2。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见表 3。 

表 1  两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比较（ sx  ，分） 

SAS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9 66.23±3.94 42.65±3.51 72.34±3.62 43.25±3.12 

对照组 59 65.47±3.46 55.63±3.22 72.65±3.43 65.36±3.24 

t  1.12 -19.23 -0.48 -34.56 

P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 PSQI 评分比较（ sx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9 16.63±0.75 4.62±0.97 

对照组 59 16.74±0.73 10.35±1.82 

t  -0.81 -21.34 

P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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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9 46（77.97） 13（22.03） 0（0.00） 59（100.00） 

对照组 59 42（71.19） 10（16.95） 7（11.86） 52（88.14） 

 2x      7.442 

P     <0.05 

3 讨论 

对于女性群体来说，妊娠期是较为特殊的生理时期，在

这一阶段，女性的机体会有较为明显的改变，并且其心理状

态和睡眠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对高危妊娠孕妇进行分析，其

指的是在妊娠期当中，受到部分病理原因或致病诱因影响的

孕妇。高危妊娠的存在容易致使孕妇的出血量提高，若未能

做好控制，则可能会导致孕妇发生流产，情况更为严重的也

可能出现难产，对孕妇及胎儿的健康安全都会造成明显的威

胁[9]。有研究指出，因为高危妊娠孕妇对相关的健康知识缺

少了解，所以在出现高危妊娠的问题后，其心理压力会明显

增加，情绪问题较为严重，以致对胎儿的健康安全造成不利

影响。随着妊娠时间的增加，孕妇的行动愈发不便，机体不

适也逐渐增多，这些同样会导致其出现不同程度的负面情

绪。而情绪问题的出现会影响到孕妇的睡眠质量，睡眠质量

下降的同时会影响到孕妇的机体健康，其机体免疫力下降，

进而容易对后续的分娩结局造成不利影响，以致形成恶性循

环[10]。所以，要及时发现高危妊娠的存在，并加强相应的护

理干预，以此对孕妇及胎儿的健康安全加以保障，使其可以

获得较为理想的妊娠结局。 

为此，建议对孕妇实施优质护理干预，通过心理护理的

开展，护理人员主动和孕妇进行交流，对孕妇的想法进行了

解，便于后续针对性开展心理疏导，以此促使孕妇的负面情

绪得到减轻，孕妇可以正视高危妊娠的发生，并保持较为积

极的情绪状态。同时孕妇也能认识到不良情绪对机体健康的

不利影响，从而对此加以重视。加强孕妇的亲情支持，护理

人员可主动和孕妇家属进行沟通，让家属可以参与到护理工

作中，更多地关心和温暖孕妇，提升孕妇的信心，并且也有

助于稳定孕妇的情绪状态[11]。开展睡眠护理，要确保孕妇所

处环境较为温馨舒适，且应当保证室内干净卫生，要定期进

行清洁，并做好室内的开窗通风，调节好温湿度，确保孕妇

机体舒适度良好。睡前可进行冥想或对轻音乐进行播放，从

而帮助孕妇更快入睡，且能保证睡眠质量较为理想，孕妇可

以获得较好的休息。基于孕妇的机体状况，可适度开展放松

锻炼，重点对头部和四肢进行放松，在锻炼时应当保证适度，

注意控制好运动的强度及时长，以免造成额外的损伤。加强

孕妇的外阴护理，清洁外阴位置，勤换内衣裤，保证外阴位

置维持干燥的状态，从而降低感染的发生风险[12]。另外，做

好孕妇的饮食护理，根据孕妇的营养需求及个人喜好，可针

对性确定饮食方案，保证孕妇有充足且均衡的营养摄入，从

而改善孕妇的机体状态，也促使其机体不适得到减轻。 

结果显示，在心理状态及睡眠质量方面，观察组护理后

均好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P<0.05。综上，针对高危妊娠孕妇，建议实施优质护理干预，

以此可以帮助改善孕妇的心理状态，稳定孕妇的情绪，且可

以提升其睡眠质量，促使其身心不适得到缓解，临床应用价

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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