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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MB理念的产前心理弹性支持及护理
对高龄初产妇自然分娩率及母乳喂养率的影响

黄伟妍，李文君，夏斌

东莞市人民医院普济院区产科，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 目的 探究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IMB)理念的产前心理弹性支持及护理对高龄初产妇自然分娩

率及母乳喂养率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9年3月至2021年3月在东莞市人民医院普济院区产科分娩的90例高龄

初产妇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45例。对照组产妇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产妇实施基

于 IMB理念的产前心理弹性支持及护理。比较两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产后 14 d的母乳喂养率及心理弹性评分

(采用简易心理弹性量表评估)。结果 研究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和母乳喂养率分别为77.78%、62.22%，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55.56%、33.3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产妇的焦虑控制、精神状态、不安抑制、抑郁控制及总评分

分别为(21.09±1.91)分、(22.14±1.48)分、(23.46±0.48)分、(23.08±0.74)分、(83.37±3.72)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17.50±
2.07)分、(19.39±3.11)分、(20.03±2.77)分、(21.57±1.16)分、(76.35±6.12)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

IMB理念的产前心理弹性支持及护理能有效提高高龄初产妇的自然分娩率及母乳喂养率，同时能缓解产妇的心理

弹性状况，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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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renatal resilience support and nursing based on IMB concept on natural delivery rate and
breast-feeding rate of older primipara. HUANG Wei-yan, LI Wen-jun, Xia Bin.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Puji Branch,
Dongguan People's Hospital, Dongguan 5230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renatal resilience support and nursing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 skills (IMB) on the rate of natural delivery and breast-feeding of older primipara.
Methods A total of 90 older primiparas who gave birth in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Puji Branch, Dongguan People's
Hospital from March 2019 to March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study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4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given prenatal resilience support and nursing based on IMB concept. The
rate of natural delivery, breast-feeding rate, and mental resilience score at 14 d after delivery (evaluated by Comor-David-
son Resilience Scal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rate of natural delivery and breast-feeding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77.78% and 62.22%,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55.56% and 33.33%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anxiety control, mental state, restless suppression, depression control, and total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21.09±1.91) points, (22.14±1.48) points, (23.46±0.48) points, and (23.08±0.74) points, (83.37±3.72) point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17.50±2.07) points, (19.39±3.11) points, (20.03±2.77) points, (21.57±1.16) points, (76.35±6.12) poi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renatal resilience support and nursing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MB can ef-
fectively improve the natural delivery rate and breast-feeding rate of older primiparas, and alleviate the state of maternal
resilience,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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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临床研究显示，妊娠期女性的心理、生理均

会出现很大的变化，诸多因素会对孕妇心理状态、精

神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行为[1]。有关文献表明，分娩

及临产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种心理刺激，加上住院之后

孕妇居住环境发生变化，极易出现恐惧分娩、担心胎

儿健康等消极情绪，一方面会对孕妇选择分娩方式产

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孕产妇激素的分泌量，进

而放缓子宫收缩、延长产程时间，对母婴的预后极其

不利[2]。因此，对孕妇产前的心理状况进行关注，给予

有效、科学的护理措施，对于母婴结局改善有重要意

义 [3]。本研究旨在探究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

(IMB)理念的产前心理弹性支持及护理对初产妇自然

分娩率及母乳喂养率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年 3月至 2021年 3月
在东莞市人民医院普济院区产科分娩的 90例高龄初

产妇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已婚且健康的初产

妇；②单胎且头位；③通过B超检查胎儿正常，没有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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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产指征；④软产道、骨盆均无不正常状况。排除标

准：①伴有妊娠期并发症的产妇；②伴有免疫性或慢

性疾病的产妇；③过去进行过手术的产妇。按照随机

数表法将产妇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45例。对照

组产女年龄 35~42岁，平均(39.02±0.35)岁；体质量指

数 (BMI) 24~32 kg/m2，平均 (28.21±0.87) kg/m2；孕周

34~40周，平均(38.41±1.15)周；大专以上4例，大专6例，

高中 19例，初中 11例，小学 5例。研究组产妇年龄

36~40岁，平均(38.71±0.33)岁；BMI 24~31 kg/m2，平均

(27.48±0.79) kg/m2；孕周34~41周，平均(38.87±1.25)周；

大专以上 3例，大专 6例，高中 20例，初中 10例，小学

6例。两组产妇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

会批准，所有孕妇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产妇实施常规护理，主要有保

证干净整洁的病房、空气清新，给予健康教育、知道母

乳喂养、干预饮食、注意事项等。研究组产妇选择实

施基于 IMB理念的产前心理弹性支持及护理，具体内

容和方法：(1)成立 IMB心理弹性支持小组，成员主要

由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医务工作者组成，对孕妇的

心理、生理、健康情况进行综合评估，之后依据 IMB模

型设计心理弹性支持及护理计划。(2)信息干预，由小

组成员提前与孕妇进行联系沟通，选择讲解生育知

识、见面交流等方法，使孕妇对分娩过程的心理预期

得以正常建立，使产前害怕、焦虑、担心、抑郁等消极

情绪得到舒缓，提供给孕妇良好的护理使孕妇积极配

合分娩。并于产前测试孕妇的心理弹性水平，依据测

试的结果有针对性地疏导孕妇的坚韧程度、积极乐观

的态度及心理承受能力等，选择测试、谈话等手段使

运费心理弹性得到提升，同时调查、协调孕妇家庭状

况、接受能力等，保证孕妇家属能在精神方面给予较

多支持，使孕妇拥有高水平的自我认同、自我肯定效

能，在发生应急反应时能够较好地控制。再选择自行

编制的健康知识调查表对孕妇的母乳喂养重要性、技

巧等有关的知识进行评估，了解孕妇的直销状况，同

时按照结果实施一对一的知识教育，对孕妇产生的疑

问要耐心、认真地回答。(3)动机干预，因为孕妇害怕、

担心自然分娩时产生的疼痛以及母乳喂养带来的肥

胖等不良后果，孕妇多数均会出现程度不同的抑郁、

焦虑情绪，医务工作者要积极地同孕妇交流，对她们

的心理变化准确地掌握，科学地使用有关知识实施心

理干预，使其了解消极情绪会影响泌乳的产生，对孕

妇家属进行引导，使其参与护理，帮助、鼓励孕妇选择

母乳喂养的方式。(4)行为技巧干预：产前通过示范使

孕妇掌握产后乳房按摩的方式，使其于产后自行或家

属帮助下对乳房实施按摩(选择温热毛巾持续5 min热
敷，一只手将乳房拖住、另一只手由此侧乳房基底部

向乳头旋转，相同的方式对另一侧乳房进行按摩，每

次 10~15 min，每天 2次)。选择视频播放、发放图册、

床旁示范等手段对孕妇的正确喂奶姿势、挤奶、托奶

方法进行教导，使其掌握合理使用防溢乳垫的方式，

定时对乳头进行清洁。

1.3 观察指标 (1)自然分娩率和母乳喂养率：比

较两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包括剖宫产、助产、自然

分娩) 和产后 14 d的母乳喂养率；(2)心理弹性：产后

14 d，采用简易心理弹性量表[4]评估两组产妇的心理

弹性，包括焦虑控制、精神状态、不安抑制、抑郁控制

四方面，分别有 5个问题，又下设 5项选择，分 5个评

级，共100分。得分越高说明心理弹性越好，面对不良

事件时可以对情绪进行较好地控制。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比较 研究组产妇

的自然分娩率为 77.7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55.5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000，P=0.025<0.05)，见表1。

2.2 两组产妇的母乳喂养率比较 研究组产妇

的母乳喂养率为 62.2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33.3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526，P=0.006<0.05)，见表2。

2.3 两组产妇的心理弹性评分比较 研究组产

妇的焦虑控制、精神状态、不安抑制、抑郁控制及总评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3。

3 讨论

调查表明，妊娠期 60%以上的孕妇均会出现抑

郁、焦虑、担忧等消极情绪，这种状况在临产时超过

75% [5]。相关研究显示，产前孕妇出现的消极状态极

表1 两组产妇自然分娩率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研究组

例数

45
45

剖宫产

16
8

助产

4
2

自然分娩

25
35

自然分娩率(%)
55.56
77.78

表2 两组产妇母乳喂养率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研究组

例数

45
45

母乳喂养

15
28

混合喂养

17
10

人工喂养

13
7

母乳喂养率(%)
33.33
62.22

表3 两组产妇心理弹性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对照组

研究组

χ2值
P值

例数

45
45

焦虑控制

17.50±2.07
21.09±1.91
8.550
0.001

精神状态

19.39±3.11
22.14±1.48
5.356
0.001

不安抑制

20.03±2.77
23.46±0.48
8.185
0.001

抑郁控制

21.57±1.16
23.08±0.74
7.362
0.001

总分

76.35±6.12
83.37±3.72
6.57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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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引发心理问题，也会对孕妇的内分泌造成影响，进

而导致睡眠质量降低、不正常的子宫收缩等状况，使

难产、产后出血的风险增加 [6]。根据 STEEN等 [7]的文

献显示，由于初产妇没有任何分娩、妊娠经验，缺乏对

疼痛、分娩方式等的了解，容易产生过度的焦虑、害怕

等情绪，进而出现消极的心理状态，导致其呼吸、心

率、儿茶酚胺表达等紊乱，引发神经肌肉功能障碍，进

而阻碍宫口扩张、产力降低、延长产程、阻碍胎儿头部

下降，最终使一些孕妇被迫选择剖宫产。根据

GIURGESCU等[8]的文献表明，孕妇焦虑、紧张过度可

分泌大量 5-羟色胺，使分娩疼痛增加，且能使分泌去

甲肾上腺素降低，导致分娩过程中延长产程、子宫收

缩乏力，进而增加剖宫产、产后出血、新生儿窒息的概

率。所以对孕妇的精神状态进行合理调控，在母婴预

后中会显示出重要作用。

常规护理措施大部分均是按照孕妇的共性设计，

没有针对性，同时不够具体，干预的质量也有待提

升。基于 IMB理念的护理属于一种新型护理模式，主

要有信息、动机、行为技巧干预 3方面，它首先对影响

行为变化的种种因素进行综合评估，重视行为技巧的

必要性，使孕妇的自控能力提高，从而使其行为出现

变化 [9]。基于 IMB理念的护理模式通过全面评估孕

妇，使产妇准确地掌握母乳喂养的知识及技巧，保证

孕妇熟悉相关知识，使孕妇母乳喂养意愿提升，母乳

喂养依从性提高，协助孕妇尽快地掌握、熟悉母乳喂

养相关技巧，使母乳喂养率提高[10-11]。本研究中通过

对高龄孕妇实施基于 IMB理念的产前心理弹性支持

及护理的母乳喂养率明显高于实施常规护理的孕妇，

这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上述观点。心理弹性指的是

人们在面对创伤、逆境、悲剧、威胁以及其他生活中发

生的重大事件时，能够展现出良好的心理状态，这种

护理方式有减缓负向连锁反应、开发机会、自尊和自

我效能提升、减缓危险因素冲击等 4种功能机制 [12]。

由于干预措施的实施使孕妇认知水平提高，同时使孕

妇自尊、自我效能水平提升，完成心理弹性支持受保

护性因素的影响，最终使孕妇面对分娩的勇气提升、

能够积极地面对遇到的困难，与此同时，心理弹性支

持干预可以使心理弹性程度提升，可以促使病患在自

我调整后自信地接受相关治疗[13]。相关文献指出，心

理弹性程度同认识疾病的正确态度表现为正相关关

系，能够变消极的情绪为积极的情绪，使护理依从性

提升，心理状态维持平衡，忍耐疼痛的能力提高，对提

高自然分娩率极为有利[14]。本研究中，通过对高龄孕

妇实施基于 IMB理念的产前心理弹性支持及护理的

自然分娩率明显高于实施常规护理的孕妇。心理弹

性支持干预通过设置问题的方式使医护人员对孕妇

的状态进行充分了解，对其消极的行为、心态进行及

时地纠正，通过干预使负面情绪得以宣泄，进而使心

理状态得到改善[15]。

综上所述，基于 IMB理念的产前心理弹性支持及

护理能有效提高初产妇的自然分娩率及母乳喂养率，

同时能缓解产妇的焦虑、抑郁状态，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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