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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球联合自由体位分娩护理在初产妇中的应用效果
刘志英

江西省丰城市人民医院产房，江西丰城   331100

[ 摘要 ] 目的 探讨分娩球联合自由体位分娩护理在初产妇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8 年 2 月～ 2019

年 8 月我院产科收治的 82 例初产妇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41 例。对

照组产妇接受常规分娩护理，研究组产妇接受分娩球联合自由体位分娩护理，观察比较两组产妇产程进展

情况。 结果 研究组产妇第一产程及第二产程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两组产妇第三产程时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对初产妇开展分娩球结合自由体位分娩护理能够有效促进产程进展，

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护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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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是每个新生儿诞生必经的生理过程，而这

个过程中的母体往往承受着剧烈的疼痛，这也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母体分娩方式的选择 [1]。我国剖宫

产率从上世纪末期开始，始终处于较高水平，这也

是近年来我国各大医疗体系内严格控制剖宫产指

征的主要原因。而要降低剖宫产指征的剖宫率，则

需重视分娩过程中的疼痛干预 [2-3]，我国无痛分娩

尚处于推广阶段，普及率较低，我院近年来在妇产

科推行了分娩球联合自由体位分娩护理模式，获得

了较为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取 2018 年 2 月 ～ 2019 年 8 月 我 院 产 科

收治的 82 例初产妇为研究对象，年龄 23 ～ 33

岁，平 均（28.29±2.04 岁）岁；孕 周 38 ～ 41 周，

平均（39.42±0.63）周；体质量 48 ～ 67 kg，平均

（57.38±2.51）kg。纳入标准：单胎妊娠分娩者；认

知功能正常者；定期开展产前检查且病例资料完整

者；诊疗配合度者；所有产妇均知情并同意参加本

次研究。排除标准：合并重要脏器功能异常者；智

力障碍者；合并脑部器质性病变者；产前抑郁症；

合并精神病变史者；合并严重慢性病者。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将所有产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41

例。其中研究组年龄23～31岁，平均（27.18±2.01）

岁；孕 周 38 ～ 40 周，平 均（39.42±0.78）周；体

质量 48 ～ 66 kg，平均（57.74±2.35）kg；对照组

年 龄 24 ～ 33 岁，平 均（28.11±2.07 岁）岁；孕

周 39 ～ 41 周，平 均（40.42±0.48）周；体 质 量

50 ～ 67 kg，平均（58.38±2.66）kg。两组产妇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

比性。本次研究经由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开展。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接受常规分娩护理，产妇

入院后完善各项检查工作，就分娩前注意事项、分

娩方式等进行详细介绍，鼓励产妇进行自然分娩；

对存在焦虑紧张情绪的产妇，给予相应的心理护理；

根据产妇分娩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分娩护理，进入第

一产程后严密监护产程进展，同时就产妇及胎儿生

命体征进行监护；进入第二产程后，协助产妇保持

平卧位或仰卧位等体位，全程陪伴产妇，指导产妇

正确施力及呼吸方式，直至顺利分娩 [4]。

1.2.2 研究组 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分娩

球联合自由体位分娩护理。产前准备，须向产妇介

绍分娩球结合自由体位分娩的具体措施及优势，从

而获取产妇的配合；进入第一产程后，嘱产妇根据

自身舒适度进行体位的选择，如选择坐位时，协助

产妇贴墙后双手紧握扶手，坐于分娩球上，保持双

膝打开，可进行左右前后的骨盆摆动，也可以进行

轻微的上下弹坐，以缓解疼痛不适症状；保持跪姿

时，帮助产妇于增厚瑜伽垫上保持跪位，双手环抱

分娩球，保持身体缓慢的向前倾，将头部枕于分娩

球上，左右前后进行身体的晃动，同时可嘱产妇进

行腰部的放松摆动，护理人员从旁协助，帮助产妇

调节适宜舒适体位；同时根据产妇自主意愿进行休

息时间的调节，增加产程进展过程中的舒适度；宫

颈全开后，协助产妇采取舒适的体位如卧位、坐位

等进行分娩；分娩过程中就呼吸、用力等的正确方

式进行指导，帮助分娩。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统计两组产妇第一至第三产程的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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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料以（x ± s）表示，不同时间段组内数据比较，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以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研究组产妇第一产程及第二产程时间显著短

于对照组（P ＜ 0.05），两组产妇第三产程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1    两组产妇产程进展比较（x ± s，min）

组别 n 第一产程时间 第二产程时间 第三产程时间

研究组 41 331.48±74.10 24.58±6.13 8.48±1.34

对照组 41 395.73±86.35 39.43±8.04 9.12±1.62

t 4.572 5.092 0.284

P ＜0.05 ＜0.05 ＞0.05

3  讨论

分娩镇痛及严格控制剖宫指征是近年来妇产科

领域关注的重点内容，旨在降低剖宫率的同时提升自

然分娩产妇的舒适度，实现医疗服务的人性化 [5]。分

娩球结合自由体位分娩护理是近年来产科诊疗中

逐渐推广的一种医疗护理模式 [6]，适应现今提倡自

然分娩的现状。该护理模式将分娩球与自由体位

相结合，其中分娩球能够为产妇进行不同舒适体位

时提供有力且安全的支撑，同时能够有效帮助产妇

在产程进展过程中放松盆腔肌肉，自由体位能够帮

助产妇获取对分娩的主动性及控制感，有效放松，

缓解生理及心理压力，从而缓解疼痛不适。同时不

同的体位如跪位时，产妇处于趴姿，能够有效帮助

胎头远离宫颈，缓解宫颈牵拉导致的疼痛不适，同

时能够有效降低宫颈损伤风险。本研究中，研究组

产妇第一产程及第二产程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

（P ＜ 0.05），提示分娩球联合自由体位分娩护理可

有效促进产程进展时间。

综上所述，分娩球联合自由体位分娩护理应用

于初产妇护理中，能够有效促进产程进展，是一种

切实可行的护理模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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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健康教育应用于子宫收缩乏力产后

出血患者护理中能缩减住院时间和止血时间，提升

患者对产后出血健康知识的认识，且能提升患者的

满意度，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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