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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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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产妇焦虑&抑郁情绪与分娩方式及不良分娩结局的关系$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建立妊娠档案的
(1'

例孕晚期初产妇为研究对象!应用焦虑症状自评量表"

"$"

#&抑郁症

状自评量表"

"#"

#对其精神状况进行调查!跟踪至产房随访其妊娠结局$根据调查结果将产妇分为精神状况正

常组"

+6+&1

#!单纯焦虑组"

+61*

#!单纯抑郁组"

+6(-

#!焦虑合并抑郁组"

+6+1

#!比较不同状态因素产妇的

分娩方式及不良分娩结局发生情况$结果
!

精神状况正常组自然分娩率明显高于单纯焦虑组&单纯抑郁组及

焦虑合并抑郁组!而钳产及剖宫产率低于其他
+

组"

"

$

'4'&*1

#)焦虑合并抑郁组剖宫产率高于单纯焦虑组及

单纯抑郁组"

"

$

'4'&*1

#$精神状况正常组胎膜早破&产程延长&胎儿宫内窘迫&产后出血&产后抑郁及产后感

染等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其他
+

组"

"

$

'4'&*1

#!其中焦虑合并抑郁组胎膜早破&产程延长&胎儿宫内窘迫&产后

出血&产后感染发生率高于单纯焦虑组"

"

$

'4'&*1

#!而单纯抑郁组产后抑郁发生率高于单纯焦虑组"

"

$

'4'&*1

#$结论
!

产妇焦虑&抑郁情绪可影响分娩方式及妊娠结局!应加强初产妇围生期心理干预!减轻初产妇

焦虑&抑郁情绪!以促进母婴健康$

关键词"产妇)

!

抑郁)

!

焦虑)

!

分娩方式)

!

分娩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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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人们观念的改变#围生期 保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怀孕至分娩是一个与生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

.<LR;JUG?:

!

R<=BF*'&-

!

V>G4&1

!

W>41



理)心理)社会及精神相关的自然生理过程#孕妇在这

个过程中会发生复杂的心理变化#尤其是初产妇由于

对分娩过程缺乏认知及了解#容易存在焦虑)紧张)抑

郁的心理状态#而这种情绪会影响产妇分娩及产后恢

复&

&

'

*据相关研究#

,-]

的产妇在分娩时由于过度紧

张而导致产程延长#从而被迫接受剖宫产手术&

*

'

*此

外#产妇产后抑郁情绪得不到有效的排解会导致产妇

抑郁症发生#严重影响产妇身心健康&

+

'

*因此#充分

了解及掌握初产妇神经因素#并对其采取针对性的护

理干预措施#对稳定及改善初产妇精神状况#减轻产

妇围生期焦虑)抑郁情绪#提高产妇自然分娩率及降

低不良妊娠结局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旨在分析产

妇精神因素对分娩方式及分娩结局的影响#旨在为初

产妇围生期心理干预提供指导#从而减轻产妇不良情

况#降低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在本院建立孕期档案及在本院分娩
(1'

例初产妇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均为单胎妊娠($

*

%孕周为

&(

"

+0

周($

+

%具有正常的理解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

(

%均为本地常驻居民#产后能定期回院随诊($

1

%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愿意配合研究*排除标准!$

&

%怀孕

前已出现抑郁)焦虑症或精神障碍性疾病者($

*

%怀孕

期间流产)胎儿畸形)死胎者($

+

%合并严重产科疾病

者*采用焦虑症状自评量表$

"$"

%)抑郁症状自评量

表$

"#"

%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

$4/

!

方法

$4/4$

!

调查方法
!

每例产妇入院后由课题组指定的

*

名成员通过交谈及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产妇进行调

查#调查前向产妇讲解本次调查的目的及意义#以提

高产妇配合度*同时向产妇讲解各量表填写方式#提

高产妇量表填写准确度*

$4/4/

!

"$"

量表&

(

'

!

量表由
_H:

8

编制#适用于评价

具有焦虑症状的人群#能很好地反映具有焦虑倾向产

妇主观感受*量表共
*'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

级

评分法#标准分小于
1'

分为无抑郁(标准分大于或等

于
1'

分且小于
,'

分为轻微至轻度焦虑(标准分大于

或等于
,'

分且小于
0'

分为中至重度焦虑(标准分大

于或等于
0'

分为重度焦虑*

$4/4'

!

"#"

量表&

1

'

!

通过
_H:

8

焦虑自评量表测量

产妇焦虑情况#共包括
*'

个条目#总分等于各条目得

分之和#其中第
*

)

1

)

,

)

&&

)

&*

)

&(

)

&,

)

&0

)

&-

和
*'

题

为反序记分*采用
(

级评分法#临界标准分为
1'

分#

其中得分大于或等于
1'

分且小于
,'

分为轻度抑郁#

大于或等于
,'

分且小于
0'

分为中度抑郁#大于
0'

分为重度抑郁#分值越高产妇抑郁感越高*

$4'

!

观察指标
!

$

&

%记录各组分娩方方式#包括自然

分娩)钳产及剖宫产*$

*

%记录各组不良妊娠结局发

生情况#包括胎膜早破)产程延长)胎儿宫内窘迫)产

妇产后出血)产妇产后抑郁及产妇产后感染*

$4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I5?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4'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调查结果
!

根据
"$"

)

"#"

量表调查结果#将产妇分为精神状况正常组$

+6

+&1

%)单纯焦虑组$

+61*

%)单纯抑郁组$

+6(-

%)焦虑

合并抑郁组$

+6+1

%#各组年龄)孕周)体质量指数

$

[R%

%及文化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1

%*见表
&

*

表
&

!!

各组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

年龄

$岁#

I5?

%

孕周

$周#

I5?

%

[R%

$

S

8

"

9

*

#

I5?

%

学历&

+

$

]

%'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或以上

精神状况正常组
+&1 *-4)5*4* +-4*5*4& *1415&41 0'

$

**4*

%

0-

$

*(4-

%

-'

$

*14(

%

-0

$

*04,

%

单纯焦虑组
1* *)4*5*4+ +04)5&4- *14+5&4, &*

$

*+4&

%

&*

$

*+4&

%

&(

$

*,4)

%

&(

$

*,4)

%

单纯抑郁组
(- *)415*4& +-4,5&4) *14*5&40 &'

$

*'4-

%

&*

$

*14'

%

&(

$

*)4*

%

&*

$

*14'

%

焦虑合并抑郁组
+1 *)405*4' +0415*4' *14(5&41 -

$

**4)

%

-

$

**4)

%

&'

$

*-4,

%

)

$

*14,

%

2

"

!

*

*4*-' *4*-, '40'( '4,&)

" '4'0- '4'0, '411' '401-

表
*

!!

各组初产妇分娩方式比较%

+

#

]

$&

组别
+

自然分娩 钳产 剖宫产

精神状况正常组
+&1 *,'

$

-*41(

%

*1

$

04)(

%

+'

$

)41*

%

单纯焦虑组
1*

&*

$

*+4'-

%

"

&-

$

+(4,&

%

"

**

$

(*4+&

%

"

单纯抑郁组
(-

&*

$

*14''

%

"

&,

$

++4++

%

"

*'

$

(&4,0

%

"

焦虑合并抑郁组
+1

*

$

140&

%

"

&'

$

*-410

%

"

*+

$

,140&

%

".#

!

*

&,04&1' ((4-0* )+4(&&

"

$

'4''&

$

'4''&

$

'4''&

!!

注!与精神状况正常组比较#

"

"

$

'4'&*1

(与单纯焦虑组比较#

.

"

$

'4'&*1

(与单纯抑郁组比较#

#

"

$

'4'&*1

/4/

!

各组初产妇分娩方式比较
!

精神状况正常组自

然分娩率明显高于单纯焦虑)单纯抑郁组及焦虑合并

抑郁组#而钳产及剖宫产率低于其他
+

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4'&*1

#

(

组研究对象两两比较#检验

水准
-

6'4'1

"

(6'4'&*1

%(焦虑合并抑郁组剖宫产

率高于单纯焦虑组及单纯抑郁组$

"

$

'4'&*1

%#见

表
*

*

/4'

!

各组产妇不良妊娠结局分析
!

精神状况正常组

胎膜早破)产程延长)胎儿宫内窘迫)产后出血)产后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

.<LR;JUG?:

!

R<=BF*'&-

!

V>G4&1

!

W>41



抑郁及产后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其他
+

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4'&*1

%(其中焦虑合并抑郁组胎

膜早破)产程延长)胎儿宫内窘迫)产妇产后出血)产

妇产后感染发生率高于单纯焦虑组及单纯抑郁组

$

"

$

'4'&*1

%#而单纯抑郁组产后抑郁发生率高于单

纯焦虑组$

"

$

'4'&*1

%#见表
+

*

表
+

!!

各组产妇不良妊娠结局分析%

+

#

]

$&

组别
+

胎膜早破 产程延长 胎儿宫内窘迫 产妇产后出血 产妇产后抑郁 产妇产后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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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精神状况正常组比较#

"

"

$

'4'&*1

(与单纯焦虑组比较#

.

"

$

'4'&*1

(与单纯抑郁组比较#

#

"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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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抑郁及焦虑是机体面对外界应激反应时最常见

的反应#正常人群面对应激反应时抑郁发生率约为

1]

"

&']

#而焦虑发生率约为
1]

&

,

'

*分娩作为应激

反应源#产妇在分娩前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焦虑及抑郁

症状#而初产妇由于缺乏分娩经验#对分娩缺乏认知

及了解#加之分娩时疼痛影响#会导致产妇更容易出

现焦虑)抑郁情绪&

0/-

'

*分娩时适度焦虑可激活交感

神经系统#改善产妇机体适应能力及应对能力#但过

度的焦虑会导致神经系统过度兴奋#并大量分泌儿茶

酚胺#引起产妇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心率加快#从而

延长产妇分娩产程#增加产妇分娩相关并发症的发

生&

)/&'

'

*本研究应用
"$"

量表)

"#"

量表对在本院建

立妊娠档案的
(1'

例孕晚期初产妇精神状况进行调

查#结果显示#精神状况正常组自然分娩率明显高于

单纯焦虑)单纯抑郁组及焦虑合并抑郁组 $

"

$

'4'&*1

%#而钳产及剖宫产率低于其他
+

组$

"

$

'4'&*1

%#而焦虑合并抑郁组剖宫产率高于单纯焦虑组

及单纯抑郁组$

"

$

'4'&*1

%#提示产妇精神状况可影响

产妇分娩方式的选择*考虑可能原因为初产妇由于对

分娩知识缺乏认知及了解#对分娩结局及胎儿安全过度

担心#且这种焦虑)抑郁情绪会刺激机体大量产生儿茶

酚胺#并导致植物神经兴奋性增加#使产妇顺产心理适

应性下降#增加产妇主动选择剖宫产的意愿&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精神状况正常组胎膜早破)产

程延长)胎儿宫内窘迫)产妇产后出血)产妇产后抑郁

及产妇产后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其他
+

组$

"

$

'4'&*1

%#其中焦虑合并抑郁组胎膜早破)产程延长)

胎儿宫内窘迫)产妇产后出血)产妇产后感染发生率

高于单纯焦虑组及抑郁组$

"

$

'4'&*1

%#而单纯抑郁

组产后抑郁发生率高于单纯焦虑组$

"

$

'4'&*1

%#提

示初产妇精神因素会增加产妇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其中焦虑合并抑郁组产妇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高于单

纯焦虑组及单纯抑郁组$

"

$

'4'&*1

%#可能原因为焦

虑与抑郁情绪相互作用对下丘脑
/

垂体
/

生殖功能调节

轴$

3\2$

%的影响较单一因素大#进而影响子宫各种

激素水平#导致子宫血管收缩功能增强#进而影响子

宫血流量增加胎膜早破及胎儿宫内窘迫的发生&

&*

'

*

此外#不良的情绪会影响催产素的分泌#导致产妇产

程延长)宫缩乏力#增加产妇产后出血的发生*抑郁)

焦虑情绪会导致产妇产后免疫功能紊乱#增加产妇产

后感染发生率&

&+

'

*目前多项研究指出#围生期抑郁是

产妇产后抑郁症发生的危险因素&

&(/&1

'

*本研究中单

纯抑郁组产妇产后抑郁症发生率高于单纯焦虑组

$

"

$

'4'&*1

%#考虑可能原因为抑郁症会导致儿茶酚

胺功能失调#使性激素及
1/

羟色胺$

1/3D

%水平升高#

而在大脑区域中的
1/3D

神经递质被认为是诱发抑

郁的重要物质*对于围生期抑郁的产妇其产后血清

中
1/3D

及性激素水平仍处于较高水平#因此患者抑

郁症发生率较高*

本文通过应用
"$"

量表)

"#"

量表了解初产妇

精神因素对分娩方式及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此可

考虑通过如下措施改善初产妇精神状况#改善初产妇

分娩结局#具体如下!$

&

%对产妇进行健康教育*向产

妇解析分娩过程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指导产妇配合分

娩*$

*

%示范教育*利用同一病室分娩顺利的产妇进

行现身说法以消除产妇心理焦虑)恐惧感#提高产妇

信心*$

+

%情绪干预*术前与产妇进行友好的交谈#

了解产妇焦虑产生的原因#并针对性给予产妇安慰及

解析#同时鼓励产妇提出问题#充分调动产妇主观能

动性及积极性#使得产妇更好地配合麻醉工作*$

(

%

设立产科心理咨询门诊*

综上所述#产妇的焦虑)抑郁情绪可影响分娩方

式及妊娠结局#应加强初产妇围生期心理干预#减轻

初产妇焦虑)抑郁情绪#以促进母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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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研究人员将鼠神经生长因子用于各种

原因诱发的视神经炎的临床中#获得了较好的临床效

果#已成为视神经炎治疗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

*

甲钴胺是临床较常用的一种内源性辅酶维生素

[

&*

#在体内主要参与一碳单位的循环#且在合成蛋氨

酸的转甲基反应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近

年来研究结果显示#甲钴胺较易进入神经元细胞器#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参与胸腺嘧啶核苷的合成#可促进

机体内的叶酸利用以及核酸合成代谢#同时还可以有

效促进轴突的运输功能及再生#并且能够有效抑制多

种药物诱发的神经功能的退行性病变#从而使神经突

触传递和神经递质减少得到进一步的延缓以提高神

经纤维的兴奋性#能够让脑内乙酰胆碱恢复到正常水

平等&

&&/&*

'

*本研究结合临床治疗视神经炎的经验#在

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甲钴胺#不仅使视神经炎

患者临床症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视力及视野均有显

著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明显#表明该治疗方法对各种

原因引起的视神经炎具有较好的疗效#具有较大的临

床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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