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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健康

中医营养理念在妇产科护理中的应用
王彩芬，赵静 （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宁夏银川 750001）

摘要：目的 探讨中医营养理念在妇产科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2021 年 3 月～ 2022 年 2 月收

治的 100 例妇产科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基

于中医营养理念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基于中医营养理念的护理干预再妇产

科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可明显提高护士的中医文化理念与行为规范，促进病房中医营养理念建设与护患

关系和谐，且能提高科室的中医专科护理水平，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患者护理满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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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妊娠期间，机体会产生一系列的复杂生

理变化，同时胎儿基本依靠母体获得营养，从而完

成生长发育活动。因此孕妇在妊娠期间的饮食结构

和均衡状况，对胎儿的成长和分娩结局造成了直接

影响。孕期不合理的营养补充可能会出现营养过剩

的现象，从而导致巨大儿和并发症的发生，孕妇分

娩风险大大增加。营养不足的孕妇则影响着胎儿的

发育，甚至出现贫血和难产的情况。对此，本研究

探索中医营养理念在妇产科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效果，以改善孕妇身体状况，促进医院护理质量的

提升。

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1年 3月 ～2022年 2月收治的

100例妇产科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基于中

医营养理念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纳入

标准：患者病历资料完整，年龄≤ 60岁，依从性

良好，对研究内容知晓，自愿参与。排除标准：患

者具有精神类疾病、存在认知方面的障碍，不配合

研究。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不显著（P＞ 0.05），

具有可比性。

所有患者均由同一组护士提供护理服务。护士

纳入标准：年龄 ≥20岁，已获得护士执业资格，具

备一定的护理基础知识，在妇产科岗位工作一年以

上，对研究内容知晓，自愿参加，可接受问卷调查。

排除标准：精神疾病、意识障碍，轮转、进修护士，

实习护生，无法准确表达个人意愿，不愿意配合

调查。研究期间护士共 13名，均为女性；年龄为

20～40岁；工作时间为 3～12年；副主任护师 1名，

主管护师 3名，护师 9名；本科 10名，大专 3名。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

观察组接受基于中医营养理念的护理干预。

（1）由护理人员向孕妇讲解孕期的基本知识

和注意事项，关注孕妇的情绪变化和心理状况，对

孕妇进行身体状况评估并制定整个孕程的合理体重

标准，指导孕妇合理进行相关运动，全程陪护，从

而帮助孕妇控制体重。参与护理管理的所有人员均

经过培训并合格后上岗。

（2）由专业人员对每位孕妇进行一对一陪护。

期间通过讲解知识，帮助孕妇深度了解孕期知识。

要求陪护人员与孕妇进行沟通时积极主动，并且保

持良好的态度和足够的耐心，了解孕妇真实的内心

想法。若发现孕妇具有不良情绪，及时给予相应干

预措施，缓解孕妇内心压力。同时深入了解孕妇日

常生活中的爱好和饮食习惯，在饮食方案制定过程

中可以结合孕妇的喜好进行营养搭配。护理人员应

定期对孕妇的营养情况和身体状况进行评估，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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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调节每一阶段的饮食搭配方案。

（3）根据《中医体质辨识表》对每一位孕妇

进行体质辨识，按照孕期平衡膳食宝塔和膳食指南

制定营养方案。阴虚体质的孕妇应多食用百合、牛

奶、银耳、莲子及鸡蛋等润燥养阴，少食用燥热食

物。血瘀体质的孕妇应多食用茶树菇、黑豆、茄子、

黑米、菠菜等活血温热食物，禁止食用肥肉等油腻

寒性食物。气虚体质的孕妇应多食用牛肉、鲈鱼、

大枣、泥鳅、鸡肉、花生、山药、大米等补气益气

食物，空心菜、白萝卜等耗气食物应尽量少吃。气

郁体质的孕妇应多食用猪心、胡萝卜、羊肝、橘子、

香菇等养肾滋肝食物，禁止饮用浓茶和咖啡等食物。

阳虚体质的孕妇应多食用核桃、板栗、洋葱、茼蒿、

羊肉及韭菜等具有驱寒温阳功效的食物，梨、西瓜

及黄瓜等比较寒凉的食物应少吃，禁止喝冷饮。特

禀体质的孕妇适合多食用大枣、苹果、山药及鸡蛋

等固表益气的食物，蚕豆、虾、菠萝及辛辣、含致

敏物质的食物应尽量少食用。痰湿体质的孕妇适合

多食用柚子、鸭子、冬瓜、鲤鱼等具有健脾益气功

效的食物，甜腻肥黏食物应尽量少吃。湿热体质的

孕妇适合多食用藕、西红柿及黄瓜等性味甘平的食

物，饮食方面要尽量清淡，少油少盐。

（4）体重控制。将孕妇每次的体检信息记录

下来，观察孕妇的体重变化，询问并分析孕妇的营

养饮食结构，从而提出针对性的饮食营养建议，指

导并监督产妇达成各项营养指标，将体重控制在规

定标准范围内。指导孕妇将每天的饮食、睡眠及运

动情况记录下来，以便孕妇对自己的营养状况具有

一定的了解，同时也能够提醒孕妇营养摄取情况，

督促孕妇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养成良好的膳食习惯，

维持机体正常营养水平和营养均衡。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护理满意度。并

发症发生情况包括感染、出血、压力性损伤、营

养不良等，计算总发生率。护理满意度评价参照《综

合医院住院患者满意度评价体系》相关内容制定，

评价项目包括护理环境、护患沟通、医德医风等，

评分总分 100分，根据得分情况分为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不满意等。非常满意为≥ 80分、基本

满意为 60～79分、不满意为≤ 59分。护理满意

度=（非常满意例数+基本满意例数）/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以（ ±s）

表示计量资料，行t检验，计数资料以 %表示，

行χ2检验，P＜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结果显示，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

照组（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n（%）]

时间 n 妊娠期糖尿病 妊娠期高血压 妊娠期胆汁淤积 妊娠期贫血 合计
对照组 50 2 2 2 1 7（14.00）
观察组 50 1 0 0 0 1（2.00）
χ2 4.891
P ＜ 0.05

2.2 护理满意度比较

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

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n（%）]

时间 n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50 29 17 4 46（92.00）
观察组 50 41 9 0 50（100.00）
χ2 4.166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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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孕妇

在孕期的营养状况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合理的

孕期营养不仅要能够满足孕妇自身妊娠期的生理需

要，还要提供孕妇体内胎儿的生长发育所需。从孕

妇管理理论来说，孕妇营养指导属于孕期中一个非

常重要的环节，妊娠过程中孕妇的体重过多或增幅

过少都会导致不良妊娠结局。

临床发现，孕期营养过度与营养不合理所导致

的相关并发症有逐渐上升的趋势。早孕期间，孕妇

会出现早孕反应而感到恶心、食欲不振及呕吐等症

状，反应严重的孕妇会出现少尿、脱水乃至酸中毒

等十分严重的后果，这会严重影响孕妇的进食，最

终导致部分营养素摄入不足。临床发现，导致孕妇

生产困难、胎儿生长发育不良、孕妇产后并发症等

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怀孕期间饮食不合理。孕

期的营养不仅在于满足孕妇自身妊娠生理的需要，

还必须要满足胎儿的生长发育。孕期合理的营养指

导对孕妇自身的健康、妊娠过程、新生儿生长及脑

细胞的发育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加强孕期营养支

持至关重要。

中医药在防治一系列重大疾病中显示出良好的

疗效，如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精神病等，

尤其在防治慢性病、疑难病、老年性疾病和亚健康

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发挥。中医营养膳食管理的实

施，能够让患者在营养师及护理人员的指导下获得

个性化营养护理，可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维持其

细胞正常代谢，继而增强免疫力，促进疾病尽早康

复。而中医营养膳食管理系统的应用，能够实现中

医营养膳食管理的职能化、信息化，将患者的营养

病历反映在系统上，有助于全程化监控患者的营养

状况，及时发现营养不良等症状，继而为其提供针

对性的营养指导、平衡饮食、中医膳食干预，使其

营养状况得到快速、有效的改善，继而加快病情恢

复，缩短住院时间。

实施健康管理能够为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提供保

障，而帮助孕妇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维持机体营

养均衡在健康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降低并发症发

生风险的同时，减少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研究结

果显示，观察组并发症显著低于对照组，总满意度

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基于中医理论指导

下的营养管理方案能够对孕妇的脏腑功能和机体阴

阳寒热进行调节，提升机体对抗和预防疾病的能力。

根据体质辨识给予个性化营养管理，帮助阴虚体质

孕妇润燥滋阴、气虚体质孕妇益气补气，有助于胎

儿吸收足够的营养物质，同时不会营养过剩伤害母

体，并发症发生风险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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