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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基于中医适宜技术进行孕期保健宣教，探讨其对缓解产褥期妇女不良情绪发生的实施效果。方法：

选取某省会城市三甲医院在一年时间内的132名孕期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将中医适宜技术融入孕期保健

宣教，通过问卷调查和体检实测等方式对保健宣教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结果：实施保健宣教的观察组

孕产妇受不良情绪影响显著低于对照组，对照组成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平均得分为1.675，实施孕期保健宣

教的观察组成员平均得分为1.175，其中P < 0.05显示对照组和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基于中

医适宜技术进行孕期保健宣教，可帮助孕妇了解产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减少不良情绪的发生，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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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xpl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renatal health education based on appropriat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chniques in alleviating negative emotions in postpartum women. Method: 132 
pregnant women from a tertiary hospital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c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within one yea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ppropriate techniques were integrated 
into prena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was evalua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s. Result: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preg-
nant women who received health education was significantly less affected by negative emotion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status of the control group 
members was 1.675, while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members who received preg-
nancy health education was 1.175. P < 0.05 show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appropriate techniques of tra-
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natal health education can help pregnant women understand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during the postpartum perio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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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适宜技术又称“中医药适宜技术”“中医保健技能”，它是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 21
世纪初，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制定了《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目标与要求》(国中医

药办发〔2008〕38 号)，从国家层面开展了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工作。在国务院办公厅

2022 年下发的《“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中提到，根据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的结果，我国公民中医药

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 20.69%，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持续提高，下一步要继续支持中医药养生保

健服务有序发展，以及中医药与相关行业持续融合发展。在 2023 年 2 月下发的《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

程实施方案》中指出(国办发〔2023〕3 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工程”一项中特别强调，实施

重点人群中医药健康促进项目，对妇幼健康中医适宜技术推广进行试点。 
孕产妇保健是指适龄孕产妇在孕期和产期得到良好的呵护，以保障母亲和婴儿安全和健康[1]。由于

孕产期妇女(尤其是首次怀孕的孕产期妇女)常出现心神不宁、焦虑、抑郁以及其他可能的并发症，因此，

孕产期妇女的保健工作就需要摆在医院产科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中医适宜技术在参与孕产妇的孕期与

产期保健期间，主要贯彻实施的是“治未病”与“未病先防”的理念，对孕产妇的饮食起居与心理状况

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干预。另一方面，从中药干预、药膳食疗、乳房保健与运动管理等多方面对孕产妇进

行保健调养的同时，利用中医适宜技术对孕产妇的体质进行评估，注意可能的疾病防治，有针对性地给

产褥期妇女制定详细的个性化的中医健康管理和治疗方案[2]。产褥期是指分娩后至产后 6 周的时间段，

是孕产妇身体和心理适应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孕产妇的身体会发生很多变化，如子宫收缩、乳房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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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露排出等，同时也会面临着育儿、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压力，容易出现不良情绪，如焦虑、抑郁等。

这些不良情绪会影响孕产妇的身心健康，甚至对婴儿的健康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产褥期妇女的身心健康

直接关系到婴儿的生长发育及整个家庭的和睦健康[3]，缓解产褥期妇女的不良情绪，提高其身心健康水

平，对于促进婴儿健康发育，维护家庭和谐乃至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作用。研究[4]-[6]指出，利用中医适

宜技术对孕期妇女进行保健宣教，有助于孕妇了解到自己在孕产期需要注意到的饮食、运动、心理等方

面的问题；有助于预防孕产期出现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等并发症的发生；有助于孕妇了解到在孕产

期如何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从而促进胎儿的健康发育。除此之外，还需要关注孕期保健宣教对产褥期

妇女心理方面的作用，促进其增强自我保健意识，减少不良情绪的发生[7]-[11]。近年来，有许多学者探

讨了中医适宜技术对孕产妇的影响，例如，舒爱英等[12]研究了中医适宜技术管理对孕产妇健康状况及分

娩结局的影响，张冬冬和刘瑞[13]呈现了中医适宜技术在中医院孕产妇健康管理中的运用，孙巧女[14]对
中医适宜技术参与产后访视在孕产妇保健工作中进行了分析。基于此，本研究在完成前期调研和文献分

析的基础上，将中医适宜技术融入孕期保健宣教，通过问卷调查和体检实测等方式评价孕期保健宣教对

缓解产褥期妇女不良情绪发生的实施效果，并由此提出合理建议以提升孕产妇应对产褥期不良情绪的能

力，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临床资料 

本研究选取了 2023 年 9 月~2024 年 8 月期间某省会城市三甲医院的 132 名建档产妇作为研究对象，

对其进行基于中医适宜技术的孕期保健宣教。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包括：① 年龄在 23~36 之间；② 按

要求在本医院进行规律检查；③ 孕期妇女同意参与调研并给予配合。排除有以下情况的研究对象：① 孕

期相关并发症患者；② 语言表达不清楚的对象；③ 不愿意配合调研的对象；按照研究样本的独立与随

机二重性，将全部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93 例。对比两组研究对象的基本数据发现，她们

的年龄、文化水平、家庭年收入水平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统计结果见表 1，因此

可对调研数据结果进行有效评价。 
 
Table 1. Overall data comparison of survey subjects for prenatal health education 
表 1. 孕期保健宣教调研对象的整体资料对比 

类别 样本量 实际年龄

(岁) 

文化程度的人数 家庭年收入水平(万元)的区间人数 

初中及以下 高中、职高

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10 ≤10~<30 ≥30 

对照组 66 28.3 ± 2.6 14 21 31 7 45 14 

观察组 66 27.9 ± 2.1 13 20 33 5 48 13 

χ2 值  2.325 1.754 3.670 

P 值  0.324 0.716 0.572 

2.2. 调查方法与数据收集 

中医适宜技术融入孕期保健宣教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 产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孕产

妇需要了解产褥期的生理变化，如子宫收缩、乳房胀痛、恶露排出等，以及心理变化，如情绪波动、焦

虑、抑郁等。这些知识可以帮助孕产妇更好地适应产褥期的变化，减少不必要的恐惧和焦虑。② 自我保

健知识。孕产妇需要了解如何进行产后恢复，如正确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合理的休息等。此外，孕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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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了解如何进行母乳喂养、婴儿护理等方面的知识。③ 产褥期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孕产妇需要了

解产褥期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如产后出血、产褥感染等，以及如何预防和处理这些并发症。孕期保健宣

教的方式包括：① 讲座；② 小组讨论；③ 对孕期妇女进行个别指导；④ 向孕期妇女发放宣传资料。 

在进行调查过程中，采用如下研究设计： 对照组接受常规孕期体检和护理，不接受基于中医适宜技

术的孕期保健宣教。观察组在常规孕期体检的基础上，接受全面孕期保健宣教，不同孕期的保健宣教内

容可依据孕期保健指南(2018) [15]实施，具体操作中将之分为三个阶段：① 孕早期保健宣教：孕早期是

指孕妇怀孕至第 12 周，在这个阶段，由专门护理人员将孕产妇集中到宣教室进行两次宣教，告知孕妇需

要注意饮食均衡和多样性，尽量避免食用油腻、辛辣、刺激性食物和生冷食物，多食用新鲜蔬菜、水果、

粗粮等富含营养的食物；可以适当进行一些轻度的运动，如散步、瑜伽、游泳等，但需要避免剧烈运动

和长时间站立，同时告知孕妇要多与亲人和朋友沟通，保持心情愉快。② 孕中期保健宣教：孕中期是指

孕妇怀孕第 13 周至第 28 周，在这个阶段，由专门护理人员将孕产妇集中到宣教室进行两次宣教，提高

孕产妇对妊娠健康知识掌握度，指导孕产妇多食用富含蛋白质、钙、铁等营养素的食物，尽量避免食用

高糖、高脂、高盐的食物，同时预防营养过剩；对孕产妇此阶段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通过加微信结对

子方式，时时进行互动和解答。③ 孕晚期保健宣教：孕晚期是指孕妇怀孕第 29 周至分娩，在这个阶段，

由专门护理人员将孕产妇集中到宣教室进行两次宣教，结合产检结果与胎动及宫缩情况告知孕妇相关注

意事项，让孕产妇学会自行观察胎动和宫缩；向孕妇仔细讲解顺产分娩需注意事项，加强对孕妇产前的

心理进行疏导，避免情绪波动和压力过大，缓解孕产妇对分娩的恐惧心理。 

3. 设置问卷与评价结果 

3.1. 设置观察指标问卷 

依据孕前与孕期保健指南(2018) [15]与产褥期妇女心理健康影响因素设置量表，从接受中医适宜技术

融入孕期保健宣教的体会、情绪表达、思维方式、日常交往方式、孕产期生活习性、运动方式、膳食习

惯、睡眠规律等多个方面评估孕期保健宣教对缓解产褥期妇女不良情绪发生的实施效果。量表共设置问

题 55 道，将其分成 5 个因子：① 躯体化障碍和强迫症；② 交流障碍与关系敏感；③ 焦虑症和抑郁症；

④ 敌对情绪和偏执症；⑤ 重度精神疾病和其他。同时将每个因子的分数设置如下；因子得分小于 1.5 为

正常；介于 1.5 到 3.5 之间为轻度和中度区间；3.5 以上表示为重度。值得一提的是，分数越高表示出现

不良情绪的可能性越大，产褥期妇女越可能出现心理障碍[4] [16]。 

3.2. 统计分析结果 

利用 SPSS 22.0 对录入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使用 t 检验的分析方法，得到对照组成员的心理健

康状况总体平均分为 1.675，实施孕期保健宣教的观察组成员总平均得分为 1.175，详细结果见下表 2，其

中 P < 0.05 显示对照组和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able 2. Comparison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scores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表 2. 对照组和观察组心理健康状况得分比较 

类别 样本量 

因子得分区间的人数与平均得分 

小于 1.5 介于 1.5 到 3.5 之间 3.5 以上 全区间 

人数 平均得分 人数 平均得分 人数 平均得分 平均得分 

对照组 66 37 1.257 ± 0.421 28 2.151 ± 0.356 1 3.832 ± 0 1.675 ± 0.824 

观察组 66 50 0.980 ± 0.558 16 1.784 ± 0.279 0 / 1.175 ± 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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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t 值  1.077 1.352 / 1.149 

P 值  0.000 0.000 / 0.000 

4. 讨论与建议 

孕期妇女对于保健知识的了解情况会对其家庭和社会的健康水平造成影响，及时掌握孕期妇女心理

状况并积极进行保健宣教，可有效降低产褥期妇女不良情绪的发生概率，提升母婴健康水平。通过将中

医适宜技术融入孕产妇保健实施效果的评价可以发现，引入中医适宜技术的孕期保健宣教在多方面展现

出了积极作用。在进行了孕期保健宣教的观察组中，其在产褥期不良情绪得分小于 1.5 的人数为 50 人(占
总人数的 75.8%)，平均得分为 0.980，在人数上比没有进行孕期保健宣教的同组别高 19.7 个百分点，在

得分上低了 22 个百分点。在得分落在轻中度区间的对比中，观察组与对照组的人数分别为 16、28 人，

区间内平均得分分别为 1.784、2.451 分，无论在区间人数还是区间内平均得分上，实施保健宣教的观察

组孕产妇受不良情绪影响都显著低于对照组。此外，在孕期常见不适症状的缓解方面，像孕妇的腰酸背

痛、孕期呕吐等情况，经过诸如穴位按摩等中医适宜技术相关知识的宣教，不少孕妇能够掌握简单的自

我调理和应对方法，且不适症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不仅提升了孕妇孕期的生活质量，也有助于

减少因不适症状引发的焦虑情绪，从身心两方面保障孕期健康。此外，实施保健宣教之后，观察组中无

一人的反映不良情绪状况的因子落在重度区间。通过对比以上调查结果可知，对孕产妇进行保健宣教，

可以缓解产褥期妇女不良情绪的发生；同时，保健宣教的实施需要针对不同的产妇进行个性化的指导，

才有更好的效果，促进提升产妇的心理健康水平。 
另一方面，与传统的孕期保健宣教通常侧重于现代医学产检知识方面不同，将中医适宜技术融入孕产

妇保健宣教，能有效拓宽孕产妇保健的途径和方法，提升孕妇保健意识与依从性。从评价结果来看，接受

包含中医适宜技术的宣教后，孕妇对自身孕期保健的关注度明显提高，更有意愿主动参与孕产妇保健及相

关活动；且孕产妇的依从性也有所显著增强，更加注重身体的整体调理和自然的保健方法。通过融入中医

适宜技术的宣教增加了实操演示、体验互动等环节，比如现场教孕妇进行简单的穴位按摩，孕妇能更直观

地感受和学习，增强了宣教的趣味性和实用性，易于被孕妇记住和运用，提高了宣教的实际效果。 
本研究通过将中医适宜技术融入孕期保健宣教，探讨该措施对缓解产褥期妇女影响的实施效果。研

究结果显示，人们对于孕产妇的保健意识越来越高，然而产褥期妇女的不良情绪发生仍然是一个普遍存

在的问题。数据分析结果同时表明，通过对孕期妇女进行保健宣教，可以帮助孕妇了解产褥期的生理和

心理变化，有效防止不良情绪的发生。因此，应加大孕期保健宣教的力度，通过宣传孕产妇保健知识，

让孕产妇了解产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以及如何进行科学的保健措施，帮助孕产妇更好地应对产褥期

的不良情绪，减少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惧。应建立产褥期妇女心理健康支持体系，为孕产妇提供必要的心

理咨询和支持，帮助她们排解负面情绪，增强自信心和自我调节能力[17]，有效地缓解产褥期妇女的不良

情绪，提高孕产妇的母乳喂养质量和生活质量[18]。对医疗机构来说，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孕期保健宣

教，以增强产妇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对家庭和社会来说，应该对孕产妇给予更多的支持，为她们提

供更多的帮助和关爱。通过孕期保健宣教可有效缓解和预防产褥期妇女的不良情绪发生，提升护理满意

度和孕期保健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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