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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院部分孕产妇抑郁症#忧虑症发生情况调查及分析

杨唯真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保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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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为通过心理干预降低孕妇产前及产后焦虑&抑郁发生情况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

以该院保健科所辖社区内

)-0

例孕妇为调查对象!按有无合并症或并发症分为异常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于产前&产后分别采用焦虑#抑郁情绪

%6T

量表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UXT&

$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异常组和对照组产前焦虑和抑郁发生率分别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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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

!两组焦虑和抑郁同期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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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组和对照组产后抑郁发生率

分别为
)-/0!.

和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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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产前有合并症或并发症的高危孕妇对生理及环境变化更为敏

感!其产前&产后焦虑和抑郁发生率均高'须重视高危孕妇的心理问题并制定个性化干预措施!以降低其产前&产后焦虑&抑郁发

生率%

关键词"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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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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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产后抑郁症是常见的情感性精神障碍性疾病#其中

产后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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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率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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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妇身心健康#婴幼儿的情绪*行为*智力和

生长发育#以及家庭和谐等均会造成严重影响#是重要的公共

卫生问题之一'如果对伴有妊娠合并症或并发症孕妇孕产期

心理卫生的特殊性认识不足#有可能因干预措施缺乏针对性而

导致干预无效'本研究通过对
)-0

例孕妇进行产前及产后问

卷调查#分析其产前及产后情绪障碍发生率和相关危险因素#

以期为个体化心理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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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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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本院保健科辖区内
!

个社区
)""*

年
+)

月至

)"",

年
+)

月怀孕的
)-0

例孕妇'纳入标准!$

+

%志愿参加本

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

%产后在本

地居住
#

个月以上&$

!

%初产孕妇'排除标准!$

+

%有精神病史

者&$

)

%拒绝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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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调查对象按有无合并症或并发症

分为异常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在异常组中#妊娠合并

心脏病
)

例*糖尿病
!

例*肝内胆汁淤积综合征
-

例*乙型肝炎

)*

例*妊高症
)"

例*前置胎盘
+$

例*双胎
+

例#高龄初产妇
+"

例*曾有
)

次及
)

次以上流产者
#*

例'对照组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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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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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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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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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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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年龄及孕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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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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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问卷
"

采用综合性医院焦虑"抑郁情绪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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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判断调查对象是否

存在产前焦虑"抑郁症状(

)

)

'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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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调查对象是否存

在产后抑郁症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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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方式
"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由经过培训的社区

计生办工作人员在调查对象孕早期$孕
+0

周末以前%*孕中期

$孕
+$

"

#!

周末%*孕晚期$孕
#-

周以后%发放
%6T

量表#在

调查对象产后第
$

天*第
!)

天和
#

个月时发放
UXT&

'所有调

查问卷由调查对象在听取工作人员的解释后独立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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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标准
"

$

+

%产前焦虑*抑郁症状评判标准!

%6T

量

表
6

值大于或等于
,

分为焦虑情绪#

T

值大于或等于
,

分为抑

郁情绪&$

)

%产后抑郁症状评判标准!

UXT&

*

+#

为产后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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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抑郁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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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无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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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 检验进行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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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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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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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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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孕妇产前焦虑症状发生率比较
"

对照组和异常组孕

妇产前焦虑症状发生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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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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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孕妇产前抑郁症状发生率比较
"

对照组和异常组孕

妇产前抑郁症状发生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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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产前抑郁症状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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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孕妇产后抑郁症状发生率比较
"

对照组和异常组孕

妇产后抑郁症状发生率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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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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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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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及分娩是妇女经历的一个特殊生理时期'处于妊娠

期的妇女#其体内孕激素*雌激素*皮质醇*甲状腺素水平有不

同程度的升高&产妇在分娩后极短时间内#其体内激素水平迅

速下降至孕前水平#而雌激素水平下降可导致脑内儿茶酚胺类

神经介质合成减少#孕激素水平下降可导致类似于苯二氨芷类

药物的突然戒断#均有可能导致抑郁情绪发作(

!

)

'妊娠可导致

孕妇心理状态失衡#产生焦虑*抑郁#其中焦虑是伴随妊娠发生

的最常见心理反应#而抑郁是最重要的心理反应(

-

)

'有研究者

认为孕期抑郁是产后抑郁的预测因素(

05*

)

#张荣莲等(

,

)和
%9:5

74

等(

+"

)则认为孕期焦虑*抑郁都能预测产后抑郁'故针对孕

期焦虑*抑郁情绪进行干预应该有积极意义'

孕产妇的负面心理变化对胎儿也是一种不利的因素'孕

妇如出现如紧张*敏感*焦虑*恐惧*激动或抑郁等心理症状#可

影响子宫血流供应#导致胎儿缺氧或营养不良#造成死胎*早产

或胎儿生长迟缓#通过合理的心理安抚或社会支持改善孕妇心

理状态可增加胎儿存活率&孕妇在孕期若存在情绪抑郁*焦虑#

所生儿童难养型气质发生率显著增高(

++

)

'产妇的不良心理状

态则会影响泌乳#使乳汁减少'因此#正确*及时*有效的心理

疏导#有利于保持一个良好的妊娠心态#从而有利于孕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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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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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及产后授乳#有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

高危妊娠是指合并有高危因素的妊娠#对孕妇*胎儿*新生

儿产生不良影响#影响妊娠结局#导致围生儿死亡率升高(

+)

)

'

对于合并症严重的孕妇$如妊娠合并心脏病%出于对自身及胎

儿的担心#往往会出现多思少眠*顾虑重重*忧虑不安*紧张疑

虑等心理反应#及言语减少*兴趣索然*懊恼丧气等自尊和自信

心降低的表现'本调查显示#高危孕妇所焦虑的问题主要包括

能否平安渡过怀孕期$

*".

%*胎儿是否会出现畸形$

0".

%*能

否正常分娩$

0".

%'在妊娠期间#随着妊娠阶段的不同#孕妇

忧虑的焦点也发生变化'在孕初期#孕妇心理处于相对不稳定

状态#最担心的是胎儿能否顺利成长'高危妊娠孕妇中的高龄

者*习惯性流产者或不易怀孕者#其心理压力更为明显'在孕

中期#尤其是在经历不稳定的孕初期后#孕妇除有可能对自身

缺乏信心外#对胎儿能否健康成长更为担心#唐氏综合征*染色

体异常*先天性异常等胎儿异常是孕妇最为担心的问题#这种

心理状态甚至可持续到分娩后'至孕晚期#随着预产期的临

近#孕妇开始担心能否顺利分娩#此时无论是分娩方式的选择*

产兆的正确辨识*待产的准备与时机*丈夫的陪产态度*胎儿是

否能顺利诞生等都可能成为担忧的重点'相对于一般孕妇#高

危妊娠孕妇的担心更多#例如妊娠合并乙型肝炎的孕妇#其焦

虑源自担心疾病会遗传给胎儿*产后不能母乳喂养*胎儿是否

畸形等#长期治疗会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又害怕终止妊娠#种种

忧虑使孕妇思想负担加重#产生紧张*焦虑*恐惧等负性心理&

此时#孕妇既需要家人更多的关怀照顾#又怕传染给家人#部分

孕妇因担心丈夫及家人嫌弃自己或因胎儿不健康给家庭带来

不幸#从而产生自卑感和孤独感'对于前置胎盘的孕妇#其心

理状态与担心胎儿安危*早产*分娩意外等有关'本研究表明#

相较健康妊娠孕妇而言#高危妊娠孕妇产前焦虑和抑郁*产后

抑郁的发生率均较高#提示高危妊娠孕妇的心理问题具有特殊

性#应予以特别关注&医务工作者需重视高危妊娠孕妇出现的

产前焦虑*抑郁#并给予针对性的心理指导和建议#以降低产后

抑郁的发生率'这不仅有利于孕产妇的身体健康#也有利于胎

儿及幼儿的健康成长'

对于社区护士而言#运用心理护理的技能加强对高危妊娠

孕妇的心理支持对于缓解高危孕妇的异常情绪十分重要'首

先#要提高高危妊娠孕妇对疾病的认知水平'社区护士应加强

相关医学知识的学习#重视并提高对高危妊娠孕妇心理问题和

相关并发症或合并症的认识#以便针对不同高危妊娠孕妇进行

科学*合理的解释和必要的指导'如对妊娠合并乙型肝炎的孕

妇#应讲述相关疾病基础知识及与妊娠*分娩相关的预防措施#

增加其安全感&告知不宜采取母乳喂养的原因#并教授人工喂

养的常识及技能&介绍已获得良好妊娠结局的同类孕妇病例#

使其有信心接受医师提出的治疗措施和乙型肝炎病毒不会导

致胎儿畸形的观念(

+#

)

#使其相信采取适当的母婴阻断措施可

以有效地减少胎儿被传染的可能#从而减轻和缓解患者的顾

虑'其次#要注意与孕妇#特别是高危妊娠孕妇沟通的技巧'

社区护士需与孕妇建立长期*稳定*良好的医患关系#根据病种

不同有针对性地进行安慰指导&理解孕妇表现出的种种不良情

绪#鼓励并耐心倾听孕妇所表达的内心感受#获取孕妇的信任#

合理引导情绪发泄#准确评估其心理压力程度#并给予孕妇积

极的心理疏导及心理暗示#减轻其思想负担'在心理疏导过程

中也需运用适当的语言技巧#如运用转移法帮助妊娠合并糖尿

病者调整情绪#使其认识到糖尿病妊娠确实可能影响胎儿的生

长#但胎儿是否出现疾病不是孕妇个人可以掌控的#疏导孕妇

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指导孕妇控制饮食#注意多活动*

多锻炼#使其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问题'

社会或家庭的支持能明显降低孕妇心理问题的发生

率(

+!

)

'孕妇所能获得的家庭支持主要来源于丈夫和自己的父

母'

F@'73<@

等(

$

)提出孕期的,争吵*困难-是导致孕妇抑郁情

绪的最重要危险因素'所以#护士应寻求孕妇家庭成员的支

持#促进家庭成员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倾听孕妇表达内心感受#

允许孕妇适当地发泄情绪#建立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等#从而

实现对孕妇的心理护理'孕妇的朋友*同事*医护人员等则是

其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护士应指导孕妇积极寻求恰当

的帮助与支持#主动参与护理活动#自觉调整精神*心理转台#

保持情绪稳定#积极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

综上所述#应针对高危妊娠孕妇的不同情况制定个体化*

具体化的心理干预措施#以降低产前*产后焦虑*抑郁的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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