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及如何根据病情程度给药还有待商榷，此研究中用中、小

剂量 ( 15 ～ 20 g /d) 是患者能够配合治疗的重要因素，其结果

与文献报道〔3，4〕接近。
目前，治疗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常处于两难境地，一方

面为了提高新生儿的成活率，迫切需要延长妊娠时间; 另一

方面，病情的发展又不得不选择提前终止妊娠，以保证母亲

的生命安全。因此，迫切需要探索一种能够彻底改善其预后

的治疗方法。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因内皮细胞受损，存在血

液浓缩及血液高凝状态，近几年来抗凝治疗已成为热点 ，在

国内多个研究中〔7 ～ 10〕均证明有较好的疗效，能明显改善围生

儿结局，减少母体的并发症，其中低分子肝素不良反应少，

作用时间长，用药方便，对胎儿安全，有望成为治疗早发型

重度子痫前期的普及药物。
总之，对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行适当的期待治疗是可行

的，在保证母亲的生命安全前提下，延长孕周能改善围产儿

结局。严格掌握期待治疗适应证，充分评估母儿发生并发症

的危险性与胎儿娩出后的生存能力，选择理想的终止妊娠时

机和方式，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更有效的治疗方法还需进

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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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通过观察标准化孕期保健操对产妇分娩的影响，为孕期保健提供依据。方法: 将孕妇分成 3 组: 实验

组 1、实验组 2 各 50 名，对照组 100 名。实验组 1 每天做操 1 次、每次 30 min，实验组 2 每天做操 2 次、每次 30 min，对照组不

做操。比较 3 组孕妇剖宫产率、产程时间方面的差异。结果: 对照组剖宫产率 ( 65% ) 高于实验组 1 ( 48% ) 与实验组 2
( 44% ) ( P ＜ 0. 05) ，实验组 1 与实验组 2 的第一产程与总产程时间与对照组比较明显缩短 ( P ＜ 0. 01) 。结论: 孕妇科学规范地

做孕期保健操能降低剖宫产率，缩短第一产程和总产程。孕期保健操是一项安全、切实可行的孕期保健项目。
【关键词】 标准化 孕期保健操 分娩

当今社会孕妇营养过剩及缺乏运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剖宫产率居高不下、妊娠期并发症发病率不断升高。孕期保

健操作为孕期运动的一种方式，可有目的地锻炼孕妇在分娩

时产生肌力的肌群并减轻妊娠反应所致的不适，有助于自然

分娩〔1〕。因此，为降低剖宫产率，提高产科质量，唐山市妇

幼保健院在唐山地区率先开展了孕期保健操，并观察了其对

分娩的影响和安全性问题。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 2010 年 3 ～ 9 月

在唐山市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行产前检查建册的孕妇 200 名

分成 3 组，实验组 1、实验组 2 各 50 名，对照组 100 名。实验

组入选标准: ①自愿参加孕期保健操; ②参加孕妇学校培训;

③年龄在 23 ～ 30 岁之间，孕 12 周时身体健康，无妊娠期合并

症及并发症; ④初产妇、意愿选择顺产分娩的孕妇。实验组

排除标准: ①有孕中晚期引产、流产史; ②多胎及孕晚期胎

位异常; ③有妊娠期运动禁忌证者。对照组入选标准: 除不

参加孕期保健操外，其余同实验组。对照组排除标准同实验

组。

1. 2 方法 实验组从孕 12 周开始做标准化的孕期保健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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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徒手孕期保健操和孕期保健球操。运动主要包括热

身运动、下蹲、伸展、肩部、抬臂、重心转移以及放松运动

等。实验组 1 每天做操 1 次、每次 30 min，实验组 2 每天做操

2 次、每次 30 min，直至住院分娩; 在整个孕期保健操的运动

过程中，对孕妇进行追踪随访。对照组除不参加孕期保健操

外，其余同实验组。比较 3 组孕妇在剖宫产率及产程时间方

面的差异，并对孕期保健操的安全性进行观察。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3. 0 软件系统对各项进行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方差分析。

2 结果

2. 1 孕期保健操对分娩方式的影响 实验组 1 与实验组 2 剖

宫产率分别为 48% 和 44%，对照组为 65%，3 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 实验组 1 与实验组 2 之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P ＞ 0. 05) 。见表 1。

表 1 3 组孕妇分娩方式〔n ( %)〕

组别 n 顺产
n %

剖宫产
n %

实验组 1 50 26 52 24 48

实验组 2 50 28 56 22 44

对照组 100 35 35 65 65

2. 2 孕期保健操对产程的影响 实验组 1 与实验组 2 的第一

产程与总产程时间与对照组比较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P ＜ 0. 01) ，而实验组 1 与实验组 2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P ＞ 0. 05) 。见表 2。

表 2 3 组孕妇产程 ( x ± s，min)

组别 第一产程 第二产程 第三产程 总产程

实验组 1 319 ± 76 56 ± 15 7 ± 3 381 ± 82

实验组 2 306 ± 77 49 ± 21 6 ± 2 361 ± 84

对照组 373 ± 90 53 ± 24 7 ± 3 436 ± 91

F 5. 921 0. 784 0. 415 6. 427

P 值 ＜ 0. 01 ＞ 0. 05 ＞ 0. 05 ＜ 0. 01

2. 3 孕期保健操的安全性 实验组 1 和实验组 2 孕妇没有 1

人出现阴道出血、流产、早产、胎儿宫内窘迫等现象，妊娠

过程顺利。

3 讨论

3. 1 孕期保健操可降低剖宫产率 分娩是一种自然的生理过

程，正常分娩由产力、产道、胎儿和孕妇精神心理 4 种因素

构成〔2〕。孕期保健操运动通过呼吸调节、肌肉放松及伸展练

习，有目的地锻炼了分娩时产生肌力的肌群。孕妇通过运动，

增强了体质，其心理压力得到了缓解，自信心增强，从而提

高了顺产分娩率，降低了剖宫产率〔3〕。该研究中的实验组孕

妇在分娩时大多表现为体力好，自信心充足，在生理及心理

方面对分娩准备充分，剖宫产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3. 2 孕期保健操可缩短第一产程和总产程 孕期运动能促进

产程进展的原因是，孕期训练能使血液循环加快，增加心肺

功能，增加全身肌肉的力量，包括子宫肌、腹肌、膈肌、盆

底肌肉等，它们的收缩力构成了影响分娩的重要因素 － 产力。
随着产力的增强，产程时间随之缩短。该研究表明，实验组

孕妇第一产程及总产程的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孕妇在孕

期进行了良好的产力储备，说明孕期保健操能促进产程进展。

3. 3 孕期保健操是一种安全、切实可行的孕期保健运动，可

作为孕期常规保健项目推广 合理的孕期运动对母亲有益，

对胎儿无害，大多数妇女都可在妊娠期开始或继续运动〔4〕。
孕期运动是一种很好的胎教方式，能刺激胎儿的大脑、感觉

器官、平衡器官以及呼吸系统等的协调发育，对胎儿的神经

系统发育有良好的影响。该研究中做孕期保健操的 100 名孕

妇，无 1 人出现意外，说明了孕期保健操是一种安全的孕期

保健运动，可作为孕期常规保健项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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