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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推送对产妇心理状态

以及母婴保健知识掌握的影响

王 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100026)

摘要：目的探讨产科健康宣教工作中微信推送对产妇心理状态以及母婴保健知识掌握效果的影响。方法采用等

距随机抽样法将本院分娩的200例产妇分为产科健康宣教工作中未应用微信推送的对照组100例及应用微信推送的观察组

100例，对2组心理状态及母婴保健知识掌握效果进行比较。结果护理前，2组产妇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护理后2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母婴保健知识平均掌握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产科健康宣教

工作中微信推送能够有效改善产妇不良心理状态，提高其母婴保健知识掌握效率，可作为优选方案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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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WeChat push on maternal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mastery of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care knowledge in puerperae

WANG Jun

(Berin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Beijing，100026)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WeChat push on maternal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mastery

of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care knowledge in puerperae．Methods A total of 200 pregnant women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n=100)with WeChat push in health education

and control group(n=100)with WeChat push according to isometric random sampling method，mas．

tery of health knowledge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s Before

nursing，maternal anxiety score，depression score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尸>0．05)，bu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between—group differences in anxiety score，depression

score，and mastery rate of health knowledge(P<O．05)．Conclusion WeChat push in health edu—

c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maternal mental state and mastery rate health knowledge，SO it is of

great value in promotion．

KEY WORDS：health education in obstetric department；WeChat push；puerperae；psycho—

logical state：knowledge of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care

母婴保健是围绕育儿知识、母婴健康、胎教、

分娩、母乳喂养等内容而开展的教育工作，其与社

会和家庭的稳定、新生儿的生存与发展均具有直

接的关联性，涉及到了中国未来人口素质这个核

心问题¨j。然而，当前围绕此方面内容展开的产

科健康宣教工作取得的成效并不理想，产妇母婴

保健知识掌握率低，特别是当前“90后”已经成为

婚育主体，相关知识的匮乏势必会影响婴儿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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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家庭的和睦12o。微信因其支持发送语音短

信、视频、图片和文字，可以群聊，一经问世就深受

各个年龄段的广泛欢迎并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日。。所以将基于微信平台的微信推送应

用于产科健康宣教工作中无疑有助于取得更为理

想的效果。本次研究围绕产科健康宣教工作中微

信推送对产妇心理状态以及母婴保健知识掌握效

果的影响展开分析，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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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用等距随机抽样法将2017年7—10月于

本院分娩的200例产妇分为产科健康宣教工作中

未应用微信推送的对照组及应用微信推送的观察

组各100例。对照组产妇年龄20～42岁，平均年

龄(33．26±1．14)岁；孕周36—42周，平均孕周

(39．50±0．25)周；分娩史：初产妇78例、经产

妇22例；受教育程度：高中／中专及以下24例、

大学／本科64例、硕士及以上12例。观察组产妇

年龄21岁～42岁，平均年龄(33．25 4-1．15)岁；

孕周36～41．5周，平均孕周(39．25±0．50)周；

分娩史：初产妇81例、经产妇19例；受教育程

度：高中／中专及以下25例、大学／本科67例、硕

士及以上8例。纳入标准：无严重认知功能障

碍，能够配合产科健康宣教工作者；孕周i>37周

者。排除标准：合并全身严重器质性疾病者；不

同意此次研究方案者。2组产妇一般资料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2组均接受产科健康宣教，内容如下。①待

产知识宣教。产前仔细向产妇讲解子宫收缩、阴

道出血、羊膜囊破裂相关知识。第一产程往往会

持续12—14 h，可嘱患者在病床上休息，当子宫

收缩变得有规律时产妇本人或者是家属则应记录

疼痛的时间间隔以及具体的持续时间，在临产时

子宫颈开始扩张，阴道出血量增加时及时通知医

务人员，羊膜囊破裂一般出现在子宫规则收缩，此

时产妇应平躺于病床上并做好分娩准备Mj。另

外，积极向产妇强调自然分娩对于母婴的正面意

义，提高其对于自然分娩的认知程度。②产后母

婴保健。产后胃肠功能恢复后适当进食，保持一

个愉悦的心态、指导并做好外阴清洁、产后第3～

4天按摩并清洁乳房、产后8—12 h开展下床活

动、自主排便并处理恶露”j。③新生儿保健。为

新生儿生长发育、哺乳和护理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尤其是在婴儿护理时由护理人员亲身示范新生儿

的各项护理步骤，如：沐浴洗澡、脐带护理、臀部

护理、哺乳喂养等。此外，宣教内容还需要涉及新

生儿免疫规划指导，以便于产妇出院后能够严格

按照免疫规划时间表接受各种疫苗∞1。对照组

在健康宣教中未应用微信推送，所有操作均是通

过护理人员发放健康手册、口头宣讲、亲身示范等

手段完成。观察组产科健康宣教中应用微信推

送，首先构建微信公众号并将本组产妇纳入公众

号之中，指定责任护士专门负责产后健康宣教内

容，特别是母婴保健知识的推送工作，同时通过该

平台在线解答产妇存在的各种疑问或者是疑虑之

处，对于未掌握的共性母婴保健知识制作宣讲小

视频，将每个环节、每个步骤仔细演示，确保产妇

通过反复观察能够如实掌握，而对于个性问题则

给予单独指导。

1．3观察指标

观察一fl,理状态、母婴保健知识掌握效果等指

标，其中心理状态包括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分别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

测定，前者中国常模界值50分，<50分为无焦

虑，后者中国常模界值53分，<53分为无抑

郁"J。母婴保健知识包括喂养方式、免疫规划、

饮食宜忌、避孕措施、产后运动、沐浴洗澡、脐带护

理、臀部护理、口腔护理、抚触技能10部分，采用

自制调查表测定，产妇能够快速而准确将知识点

讲述出来或正确操作为掌握，反之无法将知识点

完整讲述或需要护理人员对操作行为进行纠正为

未掌握，10部分均值为平均掌握率。

1．4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7．0统计

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戈4-s)表示，以t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率[凡(％)]表示，以x2检验，

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2组心理状态比较

护理前，2组产妇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护理后各指标数值均不同程度下

降，但应用微信推动的观察组取得的改善效果优

于未应用微信推送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2．2 2组母婴保健知识掌握效果比较

产科健康宣教工作中应用微信推送的观察组

母婴保健知识平均掌握率93％，而同期未应用微

信推动的对照组母婴保健知识平均掌握率8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母亲与婴儿的健康状况一方面反映了二者本

身的健康问题，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社会人群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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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组心理状态比较(x±s) 分

与本组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2组母婴保健知识掌握效果比较[n(％)]

与对照组比较，$P<0．05。

体健康水平，涉及到方方面面内容，所以中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母婴保健法》，旨在保障母婴健康、提高出生人

口素质‘8 o。然而，目前产科提供的健康宣教由于

途径单一使得绝大多数产妇并不认可，母婴保健

知识掌握率处于较低水平，故此探寻一种行之有

效的宣教手段以获得后者的真正认可和接受，提

高母婴保健知识掌握效率成为当务之急一。1⋯。

目前微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微信的覆盖人群极其广泛[11。13]。正处于分

娩期或产褥期的产妇同样是微信的使用人群，所

以将产科健康宣教工作与微信推送有机结合对于

提高产妇母婴保健知识掌握效果，改善此时期存

在的负性心理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也将成为今后

临床工作的重要前行方向‘14‘1 6I。

本次研究表明，护理前2组产妇焦虑评分、抑

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护理后各指标数值

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应用微信推送的观

察组焦虑评分(49．85±1．20)分、(52．99±1．11)

分，均低于同期未应用微信推送的对照组

(54．69±1．21)分、(58．46±1．14)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在母婴保健知识掌握率比

较上，观察组喂养方式、免疫规划、饮食宜忌、避孕

措施、产后运动、沐浴洗澡、脐带护理、臀部护理、

口腔护理、抚触技能10部分内容的平均掌握率

93％，而对照组母婴保健知识平均掌握率83％，

2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产

科健康宣教工作中微信推送能够明显改善产妇的

心理状态，提高其母婴保健知识掌握效果，具有重

要的应用价值。微信推送能够将图文并茂的母婴

保健知识发布到公众平台之中，所有产妇均能够

借助该平台获取需要的信息内容，保证了信息传

递的直达性、有效性¨7。驯。同时，产妇能够随时

随地就自身存在的问题或疑虑之处进行发问，而

指定的护理人员能够予以及时的在线解答，摆脱

了传统产科健康宣教所受的时间性及空间性限

制，最大程度上调动了产妇参与母婴保健宣教的

积极性悼1。23 J。护理人员及时对产妇错误的观点

及思想认知予以纠正，并将母婴保健的正确步骤

详细讲解，利用彼此无障碍沟通交流的优势促进

母婴保健知识的正迁移，确保了产科健康宣教工

作的有效性旧4。5|。然而，由于目前现有研究成果

中鲜少有学者涉及微信推送在产科健康宣教中应

用的报道，使得本次研究所得论断尚需要今后大

样本、多对照中心的随机试验予以支撑。

综上所述，产科健康宣教工作中微信推送能

够有效改善产妇不良心理状态，提高其母婴保健

知识掌握效率，可作为优选方案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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