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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联合共情护理对产后抑郁症产妇睡眠
改善情况及不良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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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联合共情护理对产后抑郁症产妇睡眠改善情况及不良情绪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 ～ 2019 年 1 月于我院进行治疗的产后抑郁症产妇 200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各 100 例。对照组接受一般护理干预，观察组接受心理护理联合共情护理干预，比较两组产妇护理前后睡眠改

善情况及 SDS、SAS 评分。 结果 护理后，两组产妇入睡时间及睡眠质量、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均优于护理前，且

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护理后，两组产妇 SDS、SAS 评分均低于护理前，且

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 对产后抑郁症产妇实施心理护理联合共情护理干预，可改善患者睡眠

质量及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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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症是产妇分娩后出现抑郁、悲伤、沮

丧，甚至有自杀或杀婴倾向等一系列症状为特征

的心理障碍，产后抑郁诱发因素较多，包括心理、

生理及社会因素等。产妇一旦患有抑郁症，不仅会

影响产妇自身的身心健康，还会影响婴儿的身心健

康及给家庭带来一定负担 [1]。目前，全面、系统的护

理可降低产妇产后抑郁的发生。心理护理联合共情

护理作为现阶段一种新型护理方案，从患者心理

出发，体验其心理变化，对降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

效果显著。本研究将探讨心理护理联合共情护理

对产后抑郁症产妇睡眠改善情况及不良情绪的影

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取 2016 年 1 月 ～ 2019 年 1 月 于 我 院 进

行治疗的产后抑郁症产妇 200 例为研究对象，随

机 分 为 对 照 组 和 观 察 组，各 100 例。 对 照 组 年 龄

22 ～ 35 岁，平 均（30.4±3.3）岁；孕 周 36 ～ 41 周，

平 均（36.4±1.3）周；观 察 组 年 龄 21 ～ 36 岁，平 均

（31.3±3.0）岁；孕周 35 ～ 40 周，平均（36.4±1.2）周。

所有产妇均为初产妇；所有产妇对本研究知情同

意，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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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心理护理

联合共情护理，具体方法为：（1）心理护理：一般

患有抑郁症的产妇会过于担心自身及新生儿身体

情况，同时伴有偏执、恐惧等负性情绪，医护人员

需根据产妇情况做好相关沟通，并进行相关的心

理指导，缓解其不良情绪 [2-3]。（2）共情护理：医

护人员应及时回答产妇及其家属的一些问题，保

持微笑，使用温和的语言进行交流沟通，采用诱导

方式诱导产妇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了解其心理压

力来源，仔细观察产妇的行为和神态，继而与产妇

产生共鸣，体会其情感，并针对性的进行安抚及心

理指导，以缓解其心理压力及不良情绪。产妇分娩

后，需要家人更多的关怀与理解，所以家人，尤其是

丈夫应多关心产妇，并给予产妇更多照顾及情感支

持 [4]。（3）音乐治疗法：听音乐可舒缓产妇心情，

适度改善抑郁、焦躁情绪；医护人员可与产妇一起

探讨音乐，如喜欢的音乐类型等，然后选择适合的

音乐播放给产妇听，同时引导产妇闭眼，回忆一些

美好的事情，排除心中杂念。（4）适当的运动：指

导产妇做一些适当运动训练，但应注意时间和频

次，30 min/ 次，每周 1 ～ 2 次。

1.3 观察指标

（1）采用自制问卷评估两组产妇护理前后睡眠

改善情况，包括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效率、睡眠

障碍。（2）于护理前后，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

及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两组产妇的抑郁、焦虑

负性情绪，分值越高抑郁、焦虑情况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5.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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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标准差（xx ±s）表示，采用 t 检验，P ＜ 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护理前后睡眠改善情况比较

护理前，两组产妇入睡时间及睡眠质量、睡眠效

率、睡眠障碍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护理后，两组产妇入睡时间及睡眠质量、睡眠效率、睡

眠障碍均优于护理前，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2.2 两组产妇护理前后SDS、SAS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产妇 SDS、SA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0.05）；护理后，两组产妇 SDS、SAS 评

分均低于护理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 2。

表2   两组产妇护理前后SDS、SAS评分比较（ xx±s，分）

组别 n 时间 SDS SAS

观察组 100 护理前 46.78±5.71 51.12±3.76

护理后 31.73±6.89*▲ 30.45±5.21*▲

对照组 100 护理前 47.12±6.24 50.89±3.66

护理后 39.73±4.38* 40.76±4.38*

注：与本组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护理后比较，▲P ＜ 0.05

3 讨论

目前，产后抑郁的发病率达 30%，初产妇发病

率高于经产妇，多发于产后 2 周左右。产妇产后易

发生产后抑郁，常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易胡思乱

想，做出不合理事情，严重者甚至出现自杀、杀婴的

倾向，严重影响产妇及新生儿的身心理健康，采用合

适的护理干预可减轻其心理压力，改善焦虑、抑郁等

负性情绪 [6]。心理护理联合共情护理作为现阶段一

种新型护理方案，通过心理护理，缓解产妇焦虑、抑

郁等不良情绪，降低抑郁情况的发生；医护人员采

用温和的语言与其交流沟通，了解产妇的真实想法

及心理压力来源，体会其情感，进行安抚及心理指

导，以缓解其心理压力；通过音乐治疗法可舒缓产

妇心情，引导产妇进入睡眠状态，从而改善其睡眠质

量；指导产妇进行适当的运动训练，可让产妇放松

心情，保证其能拥有一个良好愉悦的心情 [7]。

本研究中，护理后，两组产妇入睡时间及睡眠质

量、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均优于护理前，且观察组睡

眠质量、睡眠效率、入睡时间、睡眠障碍均优于对照

组（P ＜ 0.05）；护理后，两组产妇 SDS、SAS 评分均

低于护理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 0.05），提示

心理护理联合共情护理干预，可改善产后抑郁症产

妇睡眠质量及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综上所述，对产后抑郁症产妇实施心理护理联

合共情护理干预，可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及焦虑、抑郁

等不良情绪，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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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产妇护理前后睡眠改善情况比较（ xx±s，分）

组别 n 时间 入睡时间 睡眠质量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观察组 100 护理前 63.03±3.71 33.12±3.94 33.22±3.73 44.12±1.37

护理后 34.12±1.06*▲ 64.26±2.04* 65.30±1.13*▲ 22.12±1.02*▲

对照组 100 护理前 63.06±3.82 33.02±3.67 33.36±3.72 44.13±1.40

护理后 55.62±1.36* 45.34±2.41* 56.06±1.03* 33.02±1.10*

    注：与本组护理前比较，*P ＜ 0.05；与对照组护理后比较，▲ P ＜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