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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习惯性流产疾病护理干预中的应用效果
分析 
付锦锦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产科  河南商丘  476000） 

摘要：目的：评估在习惯性流产疾病护理干预中循证护理的应用价值。方法：经随机抽签方式对我院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收治
的习惯性流产孕妇 74 例分为研究组和参照组，各组分别有 37 例。参照组孕妇通过常规方法进行护理，研究组孕妇通过循证方法进行护理，总
结护理效果。结果：研究组护理后的 SAS 评分、SDS 评分、PSQI 评分以及生活质量评分改善优于参照组，P＜0.05。比较研究组和参照组孕妇
护理后的满意度，前者（100.00%）高于后者（81.08%），P＜0.05。结论：在习惯性流产疾病护理干预中实施循证护理可使心理状况得以改善，
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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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性流产为女性发生自然流产的现象，超过 2 次以上并在同一

停经月份出现的流产。有关资料显示，育龄女性中有较低的习惯性流
产，比例为 1%，其中持续自然流产超过 2 次以上的比例可达 5%，
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的生殖健康和心理问题造成不利影响[1]。临床初
步认为早期流产的诱因与黄体功能、染色体功能异常和甲状腺功能低
下有关，晚期流产的诱发因素与子宫肌瘤、畸形以及宫颈内口松弛存
在相关性。连续反复流产不仅会损伤孕妇机体，同时会致使孕妇心理
发生严重创伤[2]。因此，对于此类患者而言寻求有效的护理模式至关
重要。本文将两种护理模式进行比较，探究习惯性流产疾病护理干预
中循证护理的临床可行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线资料 
经随机抽签方式对我院近一年的 74 例患者展开研究，时间跨度

为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所有对象均为习惯性流产孕妇，分别
归为研究组（n=37）、参照组（n=37）。研究组中，最大年龄 36 岁，
最小年龄 26 岁，年龄均值为（29.29±5.53）岁。最长妊娠时间 24
周，最短妊娠时间 12 周，均值（16.49±3.23）周。参照组中，最大
年龄 35 岁，最小年龄 23 岁，年龄均值为（28.73±4.56）岁。最长妊
娠时间 25 周，最短妊娠时间 13 周，均值（17.03±3.31）周。检验 2
组习惯性流产孕妇年龄及妊娠时间等相关信息，无明显差异性，P＞
0.05。 

1.2 方法 
参照组实施基础护理，入院后配合有关检查并开展一系列治疗，

对患者在住院期间的情绪变化严密观察，实施心理指导，治疗和护理
需严格遵循医嘱。研究组则实施循证护理，详情流程为：（1）查找有
关文献将相关问题提出，主要原因进一步明确，如：甲状腺功能异常
以及子宫肌瘤，之后经问卷调查方式对其心理状况进行分析，如：孕
妇的生活态度、对亲友的支持需求。（2）通过以下方式筛选有关文献，
如：维普、万方和知网，之后对相关资料进一步分析，与孕妇的具体
状况相结合进行综合评价，之后将针对性护理计划予以制定。（3）经
多种途径对疾病的诱发因素进行宣传，从而使孕妇的认知水平显著提
升[3]。加强与孕妇之间的沟通，治疗信心予以树立，协助孕妇稳定情
绪，在此期间还需对孕妇开展饮食护理，确保规律作息，加强个人卫
生，定期完成产前检查，保持乐观心态。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的 SAS 评分、SDS 评分、PSQI 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

同时比较两组的满意度调查结果，包含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 
1.4 数据处理 
研究中涉及的数据输入软件 SPSS26.0 中，实施统计学处理，计

数资料以 X2 作为检验方式，表示形式以 n%呈现；计量资料以 t 作为
检验方式，表示形式以（均数±标准差）呈现，P＜0.05 表示数据差
异有统计学价值，存在可分析的价值。 

2 结果 
2.1 组间护理后的各项评分结果 
护理后研究组 SAS 评分、SDS 评分和 PSQI 评分低于参照组，生

活质量评分较参照组更高，P＜0.05，见表 1。 
表 1 组间护理后的各项评分结果（分） 

分组（n） SAS 评分 SDS 评分 PSQI 评分 
生活质量评

分 
研究组

（n=37） 
52.56±7.71 51.58±6.65 5.57±1.66 75.46±8.77 

参照组
（n=37） 

60.49±7.76 61.40±7.39 10.79±3.33 71.46±8.10 

t 值 4.4095 6.0083 8.5336 2.0380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0.0452 
2.2 组间护理后的满意度调查结果 
研究组开展循证护理，满意度数据统计后为 100%；参照组开展

基础护理，满意度数据统计后为 81.08%，比较后前者高于后者，P
＜0.05，见表 2。 

表 2 组间护理后的满意度调查结果（n,%） 
分组（n）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n=37） 22（59.46） 15（40.54） 0（0.00） 100.00 
参照组（n=37） 20（54.05） 10（27.03） 7（18.92） 81.08 

X2 值    7.7313 
P 值    0.0054 

3 讨论 
习惯性流产患者存在较多的不良心理因素，不仅会致使孕妇在妊

娠后发生不良情绪，同时会发生保胎失败。焦虑及抑郁为常见心理障
碍，不仅会致使交感神经兴奋，同时会增加子宫兴奋性，最终引发早
产或流产。因此，护理人员需对孕妇的心理状况严加关注，构建和谐
护患关系，通过对孕妇心理进行了解和评估主动交流，在此期间可以
将成功案例进行分享，从而使治疗信心增加[4]。 

数据表明，研究组护理后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和 PSQI 评分低
于参照组，生活质量评分和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参照组，说明循证护
理不仅将习惯性流产患者的不良情绪、睡眠质量以及生活质量予以改
善，同时可将患者护理满意度显著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使护理质量得
以保证,与常规护理相比较有极强的可行性[5]。 

综上所得，在习惯性流产疾病护理干预中实施循证护理可使心理
状况得以改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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