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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

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妇产科孕产妇心理状况调查
王新华，曹　嫚，岳彩虹，许俊义，刘丽英，鲁　婷，刘　存，张　昕  

　　[ 摘要 ]　目的　通过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的妇产科住院孕产妇心理状况，为其实施有针
对性、个性化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以调整其心理状态，避免发生新冠肺炎的院内感染，确保母婴安全。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 23 日—2 月 17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住院孕产妇（均为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41 例为调
查对象，自主设计心理状况的调查问卷，对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41 名被调查孕产妇的陪护人员中，丈夫占最大比例，
为 85.4%；照顾住院孕产妇或新生儿有经验的仅占 24.4%；获取疫情相关信息和疾病知识来源主要为微信、网站和电视；对
新冠肺炎疾病传染源、传播途径、临床症状等知识掌握程度非常了解的仅占 7.3%；对预防和保护措施掌握程度非常了解的
仅占 4.9%；从医务人员处获取更多新冠肺炎相关知识需要程度的为 100%；对新冠肺炎疫情非常关注的占 100%。41 例孕产
妇中，对住院环境安全性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97.6%，对诊疗环境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95.1%；对自身健康受到威胁不同程度担
心者占 100%，对胎儿 / 新生儿健康受到威胁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100%；对陪护照顾能力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90.3%，对护士照
顾能力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85.3%；对产后自我康复管理能力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87.8%，对新生儿管理能力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95.1%。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早期识别住院孕产妇心理状况，及时给予有针对性、个性化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护理人员在疫情期间须要格外关注孕产妇这一重点人群的心理状况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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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By analyzing the maternal psychological state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epartment of designated 
hospital during COVID-19 epidemic period,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basis for implementing targeted and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s 
in pregnant women and lying-in women, regulate maternal psychological state, avoid COVID-19 nosocomial infection and ensure 
maternal and infant safety. Methods　Forty-one pregnant women and lying-in women (COVID-19 non-infectors)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epartment of Fifth Medical Center of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23 to February 17, 2020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of psychological state. Results　Among 
the accompanying persons of 41 pregnant women surveyed, the husbands accounted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85.4%). Only 24.4% of 
them had experience on caring for inpatients or newborns; The main sources of epidemic information and disease knowledge were from  
WeChat, Internet and TV. Only 7.3% of them had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source of infection, the route of transmission and clinical 
symptoms of COVID-19. Only 4.9% had a strong knowledge of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All of them (100%) need for more 
COVID-19 knowledge from medical personnel, and 100% were very concerned about COVID-19 epidermic. Among the included 41 
pregnant women and lying-in women, 97.6% and 95.1% of cases showed varying degrees of worry about the hospitalization environment 
and treatment environment, respectively. All cases (100%) showed varying degrees of worry about both their health and fetal/neonatal 
health at potential risks; 90.3% and 85.3% of cases showed varying degrees of worry about the nursing abilities of caregivers and nurses, 
respectively; 87.8% and 95.1% of cases showed varying degrees of worry about their abilities of postpartum recovery and nursing infant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period, an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maternal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the 
timely, targeted,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s for hospitalized pregnant women and lying-in women have a great significance. Nurses need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s to the maternal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and needs. 　　　　      
　　[Key words]　COVID-19; hospitalized pregnant women and lying-in women; psychological state; intervention measure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
多个地区，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保护易感人群
是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而孕产妇是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 [1-2]

，一旦感染还会对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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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 新生儿产生极大威胁，须要积极做好自身防护。

每日不断更新的疫情信息，加之预产期的临近，须
要面临住院分娩等问题，可造成孕产妇心理上的困
扰，从而影响其身心健康，威胁母婴安全，因此须
要及时给予干预。疫情发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第五医学中心作为军队惟一的三级甲等传染病
专科医院，被纳入北京市和军队新冠肺炎患者医疗
救治定点医院，我中心妇产科同时承担孕产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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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新冠肺炎和非新冠肺炎孕产妇）的收治任务。截
至 2020 年 2 月 17 日本中心妇产科未收治新冠肺炎
患者，本文研究对象均为非新冠肺炎住院孕产妇。

本研究通过对住院孕产妇的心理状况进行调查分
析，制定并实施有针对性、个性化的干预措施，取
得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2020 年 1 月 23
日—2 月 17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
中心妇产科住院孕产妇（均为非新冠肺炎孕产妇）

41 例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诊断宫内晚期妊
娠，孕周＞ 28 周，学历均为初中及以上，病历资
料齐全，年龄≥ 18 岁。排除标准：语言障碍、精
神疾病、交流障碍（依据医疗诊断）、依从性差
（交流过程中配合度差）者等。41 例孕产妇的年
龄为 26 ～ 38 岁，平均（31.3±3.3）岁。文化程度
方面，高中及以下 6 例（占 14.6%），大专 20 例
（占 48.8%），本科及以上 15 例（占 36.6%），

孕周 35+4
～ 40+1 周，平均孕周 39+1 周。所有调查

对象均知悉本研究目的，自愿参与本研究。

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自主设计疫情期间

住院孕产妇心理状况调查问卷。第一部分为基
本情况问卷，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孕周、陪
护人员情况、对疫情的关注情况、疫情相关信
息和疾病知识的获取来源、对新冠肺炎疾病及
预防措施认知度以及是否需要从医务人员处获
取更多新冠肺炎相关知识；第二部分为心理状
况的调查问卷，包括 4 个维度，分别是对医院
环境安全性、对健康受到威胁程度、对他人的
照顾能力、对自我管理能力的担心程度。每个
维度 2 个条目，共计 8 个条目。该问卷由本中
心心理科和妇产科专家审定。

　　问卷发放人员经过统一培训，日间平诊入院
者由当日责任护士发放调查问卷，急诊入院者由
第 2 d 责任护士发放调查问卷，向调查对象详细讲
解调查目的、意义、填写内容及方法，调查问卷
采取匿名方式，保护调查对象隐私。问卷发放人
员及时关注和督促问卷的填写情况，按照自主设
计的问卷内容，通过现场问答形式再次逐一审核
每个条目，不可出现暗示或引导性的语言，确保
问卷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完成后现场收回问
卷。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41 份，回收有效问卷 41 份，

有效回收率为 100%。

1.3　统计学处理　用 Excel 2010 录入数据，采用

描述性统计方法，计算相应的频数、发生率或构
成比。

2　结　　果

2.1　住院孕产妇基本情况　41 例被调查孕产妇

的陪 护 人 员 中，丈 夫 占 最 大 比 例，为 85.4%；

陪护对照顾住院孕产妇或新生儿有经验的仅占
24.4%；获取疫情相关信息和疾病知识来源主要
为微信、网站和电视；对新冠肺炎传染源、传播
途径、临床症状等知识掌握程度非常了解者仅占
7.3%；对预防和保护措施掌握程度非常了解者仅
占 4.9%；从医务人员处获取更多新冠肺炎相关知
识的需要程度为 100%；对新冠肺炎疫情非常关
注者占 100%。详见表 1。

表 1　41 例住院孕产妇基本情况调查
Table 1　Survey on basic information of 41 hospitalized 
pregnant women and lying-in women

基本情况 构成比 (%)
  陪护人员

丈夫 85.4
妈妈 / 婆婆   7.4
兄弟姐妹   4.8
其他   2.4

  孕产妇及新生儿照顾经验
完全没有经验 48.2
没有经验 27.4
有些经验 22.0
非常有经验   2.4

  新冠肺炎知识来源
微信 30.2
网站 40.4
电视 27.3
其他   2.1

  新冠肺炎知识掌握程度
非常了解   7.3
了解 41.5
有些了解 48.8
不了解   2.4

  新冠肺炎预防和保护措施掌握程度
非常了解   4.9
了解 43.9
有些了解 48.8
不了解   2.4

  从医务人员处获取更多新冠肺炎知识的需要程度
特别需要 51.5
需要 41.2
有些需要   7.3
不需要               0

  新冠肺炎关注度
非常关注           100
关注               0
有点关注               0
不关注               0

2.2　住院孕产妇心理状况调查结果　41 例被调

查孕产妇中，对住院环境安全性不同程度担心者
占 97.6%，对诊疗环境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95.1%；

对自身健康受到威胁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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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胎儿 / 新生儿健康受到威胁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100%；对陪护照顾能力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90.3%，

对护士照顾能力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85.3%；对产后

自我康复管理能力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87.8%，对新
生儿管理能力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95.1%。4 个维度
共 8 个条目，完全不担心者为 0。详见表 2。

表 2　41 例住院孕产妇心理状况调查 [ 例（%）]
Table 2　Survey on psychological state of 41 hospitalized pregnant women and lying-in women[cases(%)]

      项目 非常担心 担心 有些担心 不担心 完全不担心

  医院环境安全性
住院环境 13(31.7) 17(41.5) 10(24.4) 1(2.4) 0(0)
诊疗环境 11(26.8) 16(39.0) 12(29.3) 2(4.9) 0(0)

  健康受到威胁程度             
自身健康 18(43.9) 15(36.6)   8(19.5)               0(0) 0(0)
胎儿 / 新生儿健康 21(51.2) 15(36.6)   5(12.2)               0(0) 0(0)

  他人的照顾能力
陪护的照顾 12(29.3) 13(31.7) 12(29.3) 4(9.7) 0(0)
护士的照护 1(2.4) 13(31.7) 21(51.2)      6(14.7) 0(0)

  自我管理能力
产后康复   7(17.1) 13(31.7) 16(39.0)   5(12.2) 0(0)
新生儿的照顾 11(26.8) 17(41.5) 11(26.8) 2(4.9) 0(0)

3　讨　　论  

　　本研究对 41 例住院孕产妇的心理状况进行调
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孕产妇中，对住院环境安全
性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97.6%，对诊疗环境不同程度
担心者占 95.1%，表示担心程度很高。新冠肺炎疫
情对患者健康及生命的高度威胁性本身为一种紧
张性生活事件及应急源，可导致以焦虑为主要表
现的应激性相关精神心理问题 [3-4]

，再加上本中心
为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住院孕产妇心理
问题逐渐升级。因此护理人员应在孕产妇住院初
期及早进行医院环境安全性的主动告知，以消除
或减轻其心理顾虑。我中心虽是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定点医院，但有完善的应急预案、工作流程和
感染防控措施，有独立的发热门诊，感染病区设
置在单独区域，并设有专用通道，妇产科设有隔
离病房，能保障其他患者的就诊和住院环境安全。

在诊疗活动中，医护人员能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
度和技术操作规范，严格手卫生，医疗仪器设备
一用一消毒，杜绝院内感染的发生，同时接受患
者和陪护监督。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孕产妇对自身健康和
对胎儿 / 新生儿健康受到威胁不同程度担心者占比
均为 100%，可见其对健康可能受到威胁的顾虑
很高，护理人员应从两个方面给予干预：①孕产
妇自身健康。病房限制人员探视、固定陪护人员，

以减少人员流动，最大程度减少与外界接触从而
减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机会；孕产妇在病房或
病区外走廊活动，集中安排各项检查以减少外出
次数，必须外出检查时叮嘱其和陪护人员正确佩
戴口罩，返回后立即洗手；病房通风 2 ～ 3 次 /d，
20 ～ 30 min/ 次，注意保暖，勿受凉，如有发热、

咳嗽等不适，及时告知医护人员。②胎儿 / 新生

儿健康。产前指导孕妇采取左侧卧位，通过自数

胎动方法进行自我监护，护士按时听取胎心，给

予胎儿监护仪监测胎心率，告知孕妇临产先兆症

状，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医生。产后指导产妇

和陪护人员新生儿喂养方法和技巧，护理人员做

好新生儿病情观察、体温监测等，发现异常及时

请新生儿科医生会诊。

　　被调查孕产妇的陪护人员中丈夫占 85.4%，陪

护没有照顾住院孕产妇或新生儿经验者占 75.6%；

孕产妇对陪护照顾能力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90.3%，

主要是担心丈夫因经验不足不能很好照顾自己

和新生儿；对护士照顾能力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85.3%，主要是担心护士因人手不足不能很好的

照顾自己和新生儿，故护理人员应加强对陪护人

员的宣教和指导，包括两个方面：①宣教陪护协

助孕产妇床上翻身、下床活动、进餐等，尤其要

满足其心理上对丈夫的依赖；②指导陪护协助产

妇哺乳，教会陪护如何为哺乳后新生儿拍嗝、换

尿布等，逐步掌握护理新生儿方法和技巧。鉴于

担心护士因人手不足不能很好的照顾自己和新生

儿的这一情况，护士长应适当增加人力，疫情期

间收容患者相对较少，人力相对充足，由原来的

每名责任护士每日负责 8 例孕产妇，调整为每名

责任护士每日负责 3 ～ 5 例孕产妇，让护士有更

多的时间与孕产妇交流指导，从而解决其心理顾

虑。孕产妇产后自我康复管理能力不同程度担心

者占 87.8%，对新生儿管理能力不同程度担心者占
95.1%，主要是担心受疫情影响，自己不能正常进

行产后运动，会导致产后康复不利，从而影响到
自己对新生儿的照顾能力。因此护理人员应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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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康复指导：嘱其保持会阴清洁干燥，勤换护
理垫，预防感染；指导产妇合理膳食，应以易消
化、清淡饮食为主，均衡摄入蔬菜、水果及高蛋
白食物，禁食剌激及寒冷食物；保证睡眠充足，

避免过度劳累；告知其剖宫产切口或会阴侧切口
日常护理方法、恶露持续时间、产后注意事项等；

指导产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适当进行盆底康复训
练，如盆底肌训练、行为训练、运动疗法等 [5]

，

可提高产妇盆底肌的肌力，促进盆底功能的康复；

向产妇讲解母乳喂养的优点和重要性、乳汁分泌
过程及影响乳汁分泌的因素，指导其正确掌握哺
乳的姿势及方法，频繁让婴儿吸吮，鼓励产妇坚
持母乳喂养，以上措施可促进产后形体康复，从
而逐步树立产妇顺利康复和养育新生儿的信心。

　　被调查孕产妇对新冠肺炎疫情非常关注者占

100%，获取疫情相关信息和疾病知识来源依次为
微信、网站和电视，均未接受过专业人员讲解。

对新冠肺炎传染源、传播途径、临床症状等知识
掌握程度非常了解仅占 7.3%，对预防和保护措施
掌握程度非常了解仅占 4.9%。需要从医务人员处
获取更多新冠肺炎相关知识者占比 100%，求知欲
望较高。这就需要护理人员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
新冠肺炎相关内容的宣教指导。参考《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修正版）》

[6]
，制

定宣教内容包括：①新冠肺炎疾病相关知识。讲
解疾病传染源、传播途径和临床症状，隔离观察
的时限及其重要性，治疗的最新进展和预后情况
等。②个人预防和保护措施 [7]

。讲解手卫生的重
要性、洗手时机及正确洗手方法，如何正确佩戴
和摘除口罩等。宣教形式：护士可理论讲解与示
范操作相结合，并让孕产妇演示洗手和戴摘口罩

过程，以检验宣教效果。可制作新冠肺炎宣传手
册发放给孕产妇自行学习。还可将新冠肺炎相关内
容以微信形式推送给孕产妇在手机上随时观看。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早期识
别住院孕产妇心理状况，及时给予有针对性、个
性化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调整好孕
产妇的心理状态，使其顺利安全度过特殊时期的
住院时光，同时提示护理人员在疫情期间须要格
外关注孕产妇这一重点人群的心理状况和需求，

为其他医院妇产科的护理同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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