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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循证护理在习惯性流产患者妊娠中的应用效果

刘福娟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马连庄中心卫生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６１７

【摘要】　目的　分析循证护理在习惯性流产患者妊娠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８月

我院接受的５８例习惯性流产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组,其中对照组给予的是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的是循证护

理,干预后对结果分析和研究.结果　分析和研究两组的SAS评分和SDS评分,数据分析可知,护理前的差异不

明显,不具备统计学差异,护理后观察组的SAS评分和SDS评分分别是４２．２５±０．８４分和４０．６９±０．１７,数据分析

可知,观察组的优势明显.分析和研究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观察组的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状

态评分分别是９５．３６±０．１４、９４．５６±０．１４、９５．６９±０．１１、９５．６９±０．１１,各项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满意概率

比较高,是９３．１％.结论　针对循证护理在习惯性流产患者妊娠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结论:针对习惯性流产的患者

给予循证护理方式,其优势明显,通过合理化的护理之后,能促进患者恢复,降低再次流产的概率,改善不良情绪,

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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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性流产的出现对患者自身有一定的不良影响,

指的是连续自然流产３次以上,每次流产发生在同一个

妊娠月份.患者会出现阴道流血、下腹部疼痛和宫颈扩

张等情况,如果不能及时的进行处理,还可能会出现流

产和休克等现象.习惯性流产在再次妊娠之后的发生

概率比较高,加上之前流产的影响,患者的心理压力和

负担等也比较高,针对其特殊性,在临床上需要注意的

是及时的提供必要的护理帮助.循证护理方式以患者

为中心,通过有效的护理之后能减少不良影响,从而促

进患者恢复.详细的数据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８月我院

接受的５８例习惯性流产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组,其

中对照组给予的是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的是循证护

理,干预后对结果分析和研究.其中对照组患者年龄是

２２~３７岁,平均年龄是３０．２３±０．３６岁,流产次数是３~

５次,平均次数是４．２３±０．１４次.观察组的患者年龄是

２３~３７岁,平均年龄是３１．２６±０．２５岁,流产次数是３~

５次,平均次数是４．１６±０．３３次.各项基本资料分析可

知,无明显的差异,可分析研究.

１．２　方法　在本次研究中对照组的患者给予的是循证

护理方式,如下:

(１)成立循证护理小组　在临床上需要成立循证护

理小组,妇产科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等建立护理小

组,组织小组成员学习相关知识,明确循证护理的各个

方面内容.循证护理专家要制定科学的方式和方法,综

合考虑 到 患 者 的 实 际 情 况,制 定 科 学 的 循 证 干 预

计划[１].

(２)提出循证问题　导致习惯性流产的原因比较

多,护理人员要进行患者基本资料的分析,结合临床表

现,明确习惯性流产的特点.结合以往的护理经验,提

出在护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３)获得循证依据　在实际护理过程中,掌握护理

问题和存在的风险等,积极的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筛

选的文献资料进行整合分析,找到相关信息资料,将其

作为循证依据,从而可对循证护理计划进行调整和

完善[２].

(４)实施循证计划　对于习惯性流产的患者必须及

时的进行计划的落实,由于患者自身可能会产生焦虑和

烦躁的情绪,要全面的进行心理状态的评估,加强心理

上的护理帮助,采取针对性的疏导和安慰,耐心讲解习

惯性流产的注意事项,增加对疾病的了解程度.此外习

惯性流产患者也会出现负面情绪,可通过心理上的指导

进行干预.外界环境者的心理影响相对比较大,护理人

员要营造舒适和安静的环境,及时的调整室内温度和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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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结合患者的喜好进行房间的布置,消除患者对陌

生环境的恐惧情绪,从而提升临床护理的依从性,积极

的配合医护人员接受护理,减少临床的各种护理风险,

也要进行生活上的干预,让患者食用清淡的食物,适当

的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保证劳逸结合,避免出现过度

劳累的现象[３].

１．３　指标分析　①分析和研究两组的不良情绪状态评

分;②分析和研究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③分析两组患

者的护理满意度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１９．０统计软件分析,计

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以 P＜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分析和研究两组的不良情绪状态评分　分析和研

究两组的SAS评分和SDS评分,数据分析可知,护理前

的差异不明显,不具备统计学差异,护理后观察组的

SAS评分和SDS评分分别是４２．２５±０．８４分和４０．６９±

０．１７,数据分析可知,观察组的优势明显,具备统计学意

义(P＜０．０５),详细的数据分析如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不良情绪状态评分对比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SD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２９ ６０．２５±０．７８ ４７．２２±０．７８ ６２．９９±０．１４ ４９．３６±０．１４

观察组 ２９ ６０．３６±０．１５ ４２．２５±０．８４ ６１．５８±０．４７ ４０．６９±０．１７

P值 — ０．９５ ０．００ ０．３６ ０．００

t值 — ７．１４ ８．５６ ６．４５ ６．１４

２．２　分析和研究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　分析和研究两

组的生活质量评分,观察组的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

功能、物质生活状态评分分别是９５．３６±０．１４、９４．５６±０．

１４、９５．６９±０．１１、９５．６９±０．１１,各项指标明显高于对照

组,在９０分以上,数据分析可知,观察组的优势相对明

显,详细的数据分析如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组别 例数(n) 躯体功能(分) 心理功能(分) 社会功能(分) 物质生活状态(分)

对照组 ２９ ７５．３６±０．２３ ７５．６９±０．２５ ７４．５６±０．２２ ７４．５６±０．６９

观察组 ２９ ９５．３６±０．１４ ９４．５６±０．１４ ９５．６９±０．１１ ９５．６９±０．１１

P值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t值 — ７．２６ ７．５６ ６．６９ ７．５６

２．３　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情况　分析和研究两

组的护理满意度情况,观察组的满意概率比较高,是
９３．１％,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７２．４％,数据分析如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分析

组别 例数(n) 非常满意(n) 比较满意(n) 不满意(n) 满意概率(％)

对照组 ２９ １９ ２ ８ ７２．４

观察组 ２９ ２５ ２ ２ ９３．１

P值 — — — — ０．００

x２ — — — — ６．６６

３　讨　　论　

习惯性流产的出现对患者自身有一定的不良影响,

结合实际情况将其分为早期习惯性流产、晚期习惯性流

产等[４].在妊娠１２周之前的流产是早期习惯性流产,

主要是和遗传因素以及母体自身内分泌失调等相关,在

１２周之后出现的流产是晚期习惯性流产,主要是和宫

颈内口松弛相关[５].习惯性流产对女性的身体健康有

一定的不良影响,再次妊娠之后,孕妇自身会产生比较

大的心理压力,担心再次流产.此外不良情绪也会导致

应激反应增加,出现流产的现象.针对习惯性流产的情

况,在临床上需要注意的是及时的提供必要的护理帮

助.其中循证护理方式可行性比较高,通过各个方面有

效的护理指导之后,能最大程度的改善各项指标[６].原

有的护理方于于缺少系统性和针对性,很难满足患者的

自身个体化要求,因此护理效果不明显.循证护理方式

本身有重要的作用,是以患者为中心的一种护理方式,

属于新兴的护理干预形式.近些年来随着现代护理医

学和护理理念的不断落实,在进行护理的时候需要医护

人员自身具备足够的经验,能灵活处理整个护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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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各种问题.在实施中将科研理论、临床经验和患者

自身等结合在一起,获取对应的证据支持,进而为临床

护理决策提供对应的依据,满足各项护理要求.习惯性

流产的出现导致患者的心理压力大,该疾病和各种因素

相关,例如子宫发育异常、子宫肌瘤和甲状腺功能低等,

早期症状会出现少量流血现象,此外腹部也会出现隐隐

作痛的情况,由于病因比较复杂,因此治疗的难度也比

较大.结合临床资料可知,习惯性流产的出现会导致胎

儿的血供和氧供等出现问题,最终导致胚胎流程.习惯

性流产和产妇自身的心理状态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孕

妇自身不健康的心理情绪,导致在妊娠后期出现恐惧和

烦闷的情绪,如果出现过度的焦虑和抑郁的现象,会导

致子宫的兴奋性增加,最终出现早产和流产的情况.医

护人员在整个护理阶段要注意的是尽快的恢复孕妇的

心理健康,首先要取得患者和家属的信任,让医患关系

更佳的和谐,通过了解产妇的心理情况,对心理状态进

行评估[７].也要耐心的解答患者提出的问题,态度诚

恳,语气温和,注意语言技巧,多介绍治疗成功的案例,

增加患者的治疗信心.也要提升护理人员的业务水平

和职业素养,最大程度的满足患者自身需求.通过各个

阶段的循证护理指导之后,能减少护理过程中的各种异

常反应现象,医护人员要了解循证护理的具体内容和要

求,将各种因素纳入到计划活动中去,将科研结果和临

床经验等落实到临床护理中,将其作为护理决策的依

据.此外通过文献资料的查询,提出相关的问题,明确

主要原因,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患者的需求,只有

提供良好的护理帮助,才能改善临床的护理效果,从而

促进患者恢复[８].

分析和研究两组的SAS评分和SDS评分,数据分

析可知,护理前的差异不明显,不具备统计学差异,护理

后观察组的SAS评分和SDS评分优势明显,具备统计

学意义(P＜０．０５),分析和研究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观

察组的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状态评

分分别是９５．３６±０．１４、９４．５６±０．１４、９５．６９±０．１１、９５．６９

±０．１１,各项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分析和研究两组的

护理满意度情况,观察组的满意概率比较高.说明针对

习惯性流产的患者给予循证护理方式,其效果明显,能

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升患者的依从性.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方案以患者为中心,将其应用

在习惯性流产护理中,整体的可行性比较高,值得借鉴

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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