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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配合笑气吸人分娩的临床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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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心理干预配合笑气吸人对分娩产妇镇痛效果、产妇心理和笑气使用量的影响。方

法选择住院产妇189例，经个人及家属同意给予心理护理干预配合笑气吸人的95例产妇为观察组；给予常

规产程观察要求笑气镇痛分娩94例产妇为对照组，观察两组产妇分娩时焦虑程度、吸笑气时间、镇痛效果等

情况。结果 两组产妇分娩时产妇的焦虑程度、镇痛效果、吸入笑气时间等比较有统计学显著意义(P<

0．05)。结论心理护理干预配合笑气吸入能减轻产妇的焦虑程度，增强了笑气镇痛效果，减少笑气吸人时

间，提高产科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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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bservation on clinic effect of mental nursing intervention with nitrous oxide aspiration 011 childb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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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mental nursing intervention with nitrous oxide aspiration on

parturient women，including the analgesic effect，the changing mental situation of parturient women and amount of ni—

trouts oxide．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y-nine hospitalized paiturient were cho$en a8 rcⅪearch objects．Under

permitting of the parties and their families，95 parturient women who adopted mental nursing intervention with nitrous

∞【ide aspiration during their childbirth聃the observation group．the other who followed the routine with nitrous oxide

aspirtion for analgesia as compare group．During delivery，the two groups were watched in anxiety，taking of nitrous

oxide aspiration and the analgesic effect eet．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nxiety，the analgesic

effect，taking time of nitrous oxide aspir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Conclusion Introducing mental

nursing intervention with nitrous oxide aspirtion in childbirth Can reduce anxiety，strengthen the analgesic effect，re·

duee the taking time of taking nitrous oxide aspirtion and heighten nurs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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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虽是生理现象，但分娩对于产妇确实是一种持久而

强烈的应激源⋯。分娩痛是妇女分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

复杂的生理、心理活动，既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又有强烈的感

情色彩。剧烈的产痛，常常使产妇处于焦虑、不安和恐惧的

精神心理状态，影响母婴健康。无痛分娩已经广泛应用于临

床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但采用非药物方法及用更少的镇痛

药，来减轻和消除产痛已成为产科工作者探讨的课题。我院

自2006-01开始在开展笑气吸入镇痛的同时进行心理护理干

预，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现总结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2006-01—2007-08在我科住院的产妇

189例，其中95例为观察组，经产妇及家属同意常规产程在

给予笑气吸入的同时给予心理护理干预；另94例为对照组，

常规产程观察并使用笑气吸入镇痛。两组产妇均为初产妇，

单胎、足月、头位、无妊娠合并症、无头盆不称，新生儿预测体

重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产

妇均为阴道分娩。

1．2方法

1．2．1对照组产妇进入待产室，由助产士陪护并指导给

予笑气吸人，定期听胎心音、肛查，按常规观察产程并给予处

理。

1．2．2观察组 在按常规产程处理和给予笑气吸入的同

时，给予心理干预，主要内容有：(1)产妇进入待产室由家人

陪护并参与陪产，帮助产妇安全进入分娩期；对家属及产妇

进行优生优育理论的宣教，使产妇及家属改变重男轻女的陈

旧观念，树立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以消除产妇的某些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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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鼓励产妇利用宫缩间歇进食和补充必要的营养品，以确

保精力及体力的充沛；对宫缩频繁引起的阵痛，由家属和护

士给予腹部按摩，并通过交谈分散产妇对阵痛的注意力。

(2)给产妇营造温馨、安静、安全的生产环境，助产士要时刻

守护在产妇身边，做好心理疏导和护理，消除产妇紧张焦虑

情绪，诱导产妇放松心情。(3)助产士应针对产妇的心理特

征，对分娩过程和出现的某些反应作好解释工作，让产妇有

足够的心理准备，并主动配合医护人员完成分娩过程。

1．2．3观察内容(1)观察产妇焦虑程度并作好评估；(2)

记录两组产妇吸入笑气时间，并加以统计分析；(3)镇痛效果

按Mulleetr评分法进行评分并参考WHO疼痛程度分级标

准：O级为无痛，略有腰酸或不适；I级为腰酸痛，但可忍受，

微汗(或不出汗)，睡眠不受影响；Ⅱ级为明显腰酸痛伴出汗，

呼吸急促，但仍可忍受，睡眠稍受影响；Ⅲ级为强烈腰酸痛，

不能忍受，大喊大叫，不能睡眠。

1．3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以i±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检验，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心理干预前后两组产妇SAS评分以及两组产妇笑气吸

入总时间的比较心理护理干预观察组的产妇焦虑程度比

常规产程观察对照组的产妇焦虑程度低(P<0．05)，观察组

产妇笑气吸人时间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意义(P<

0．05)。见表1。

表1 心理护理干预前后两组产妇SAS评分、

笑气吸入时间的比较

2．2两组产妇分娩时疼痛程度的比较观察组产妇分娩疼

痛程度比对照组显著降低(，=15．97 P<o．01)。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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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产妇分娩时疼痛程度比较[n(％)]

3讨论

3．1心理护理干预使产妇得到充分的心理支持，可减轻其

分娩的心理压力及恐惧感，可缓解其焦虑情绪，减轻分娩的

应激反应程度，充分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控制能

力旧o。本组资料表明观察组笑气吸人需要的总时间显著少

于对照组(P<O．05)。因此，调整产妇的心理状态及改善分

娩环境有助于笑气吸人药效的发挥，从而获得较为满意的麻

醉效果，减少笑气用量。

3．2心理护理干预可以预防笑气吸人镇痛产生的不良反

‘应。虽然有关报道都认为笑气是比较安全的气体，但也有报

道”J，笑气吸人的副作用有头晕、嗜睡等，长时间吸人气体对

骨髓增生可能有不良反应和对已缺血缺氧的心肌可能有害。

因此，通过心理干预以减少笑气的使用量是减少不良反应必

要措施。现代分娩服务模式提倡无药物镇痛，心理护理干预

能有效地减少吸入笑气用量，这也是人性化服务模式的体

现。

3．3家属陪伴分娩是心理护理干预的重要措施家属的言

谈对产妇的情绪会产生直接影响。现今大部分为初产妇，她

们对分娩过程认识不足，依赖性强，承受能力低，对宫缩的耐

受性差，易使其产生焦虑及抑郁情绪。通过产妇亲属的陪护

不仅使产妇有一种安全感，而且更有一种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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