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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measures and effects of cluster care in postpartum pelvic floor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Methods: Randomly selected in October 2021-October 2022 in th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to participate in pelvic 
floor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of 30 maternal as a research object,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and experimental groups, routin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cluster care, for the two groups of pelvic floor 
muscle strength grading, pain score, self comfort and sexual satisfaction survey and comparison. Results: The overall recovery effect 
of pelvic floor muscle strength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mber of moderate to severe pai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lf-comfort and sexual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obviously due to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ustered pelvic floor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s beneficial to the recovery of maternal 
pelvic floor func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nurs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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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化护理在产妇产后盆底功能康复中的应用分析
秦燕丽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国·上海 201299 

摘  要

目的：对集束化护理在产妇产后盆底功能康复中的应用措施与效果进行分析。方法：随机选择2021年10月—2022年10月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盆底功能康复的30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两组，对对照组实施常规康
复护理，实验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集束化护理，对两组患者的盆底肌力分级、疼痛评分、自我舒适度以及性生活满
意度进行调查与比较。结果：实验组的盆底肌力整体恢复效果优于对照组；实验组的中重度疼痛人数明显低于对照组；实
验组的自我舒适度与性生活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对产后产妇实施集束化盆底功能康复护理有利于产妇盆底功能
的恢复以及护理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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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论文旨在分析集束化护理在产妇产后盆底功能康复中

的应用效果，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2 一般资料

2.1 资料
本研究选取了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10 月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参与盆底功能康复的 30 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研

究对象年龄范围在 20~40 岁，产后康复时间在 6 周 ~3 个月，

所选产妇一般资料差异不大，具有可比性。

2.2 方法
此次研究中实验组接受集束化护理干预，对照组接受

常规护理。两组均在干预前和干预后进行盆底功能评估，并

记录相关数据。其中常规护理主要包括康复指导和教育、生

活习惯指导、定期复查与评估等。实验组则实施集束化护理，

其具体措施主要有如下几点。

2.2.1 盆底肌肉锻炼
盆底肌肉在产后康复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其有效锻炼有助于促进康复进程，主要的锻炼方法之一是凯

格尔运动，这项运动专注于盆底肌肉的加强和柔韧性提升。

对于产妇来说，正确执行凯格尔运动至关重要，因此专业指

导和适当的技巧非常必要。护理人员可以引导产妇通过有意

识地收缩盆底肌肉，然后放松，从而增强其力量和灵活性。

在进行凯格尔运动时，需要提醒产妇集中注意力，确保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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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和放松的准确性，以达到最佳效果。除了凯格尔运动，

护理人员还可鼓励产妇探索其他形式的盆底肌肉锻炼，如瑜

伽和普拉提，这些运动不仅有助于增强盆底肌肉的力量，还

可以提高身体的平衡和稳定性。指导产妇通过控制呼吸和姿

势，瑜伽和普拉提可以有效激活盆底肌肉，进一步促进康复。

然而，为了确保安全和效果，产妇应在专业指导下进行这些

练习，以确保正确的姿势和动作，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受伤的

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在盆底肌肉的锻炼过程中，持续性和逐

步增加的训练量至关重要。产妇可以从平躺或坐姿开始，逐

渐过渡到站立姿势，以增加锻炼的难度和效果。每天坚持

进行盆底肌肉锻炼，并逐渐增加持续时间和次数，每次保持

3~5 秒，以及延长持续时间，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盆底肌

肉，促进康复进程。

2.2.2 盆底康复器
盆底康复在产后护理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职责，特别

是对于产妇盆底功能的恢复。集束化护理是一种综合性的护

理方法通过多种方式和工具来促进产妇盆底肌肉的康复，其

中盆底康复器是一种有效的辅助工具，能够提供生物反馈训

练，帮助产妇更加精准地进行盆底肌肉的锻炼。盆底康复器

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通过生物反馈功能，

让产妇清晰感受到盆底肌肉的收缩和松弛状态，协助她们精

准掌握盆底肌肉锻炼的技巧和方法。其次，盆底康复器提供

个性化的训练计划，根据产妇的特定情况和康复进程，调整

训练的强度和时长，以达到最佳的康复效果。最后，盆底康

复器还能够记录和分析产妇的康复数据，包括肌肉收缩的力

度、持续的时间等指标，为护理人员提供客观的评估基础，

指导后续的护理工作。在实际操作中，护理人员应根据产妇

的具体情况和医嘱，合理选择盆底康复器的型号和参数，并

对产妇进行详尽的操作指导和技巧培训。此外，护理人员还

应密切关注产妇的康复进展，及时记录和反馈康复数据，以

便调整康复计划并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服务。

2.2.3 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
在产后盆底功能康复中，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至关重

要。首先，详细评估产妇盆底肌肉功能，明确产妇盆底肌肉

的受损程度、力量和功能，为后续康复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其次，在评估基础上确定个性化康复目标。这些目标应具有

明确的可衡量性、可达成性和可持续性，如增加盆底肌肉的

收缩力量、使用肌力测量仪器评估肌肉力量等，以确保康复

过程的有效性和产妇的积极参与。制定个性化康复目标时，

需充分考虑产妇的个人情况和康复需求，以获得最佳效果。

进一步地，根据个性化康复目标，确定合适的锻炼强度、频

率和时间是个性化康复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锻炼强度应根

据盆底肌肉功能和康复目标科学调整，遵循由浅入深、逐步

增加的原则，以确保康复过程的安全有效性。最后，在康复

过程中，持续调整和优化个性化康复计划至关重要。护理人

员应密切观察产妇的康复进展，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康复

计划，以确保最佳康复效果。同时，鼓励产妇积极参与康复

计划的调整，以更好地满足其个人需求和期望。

2.2.4 心理护理
在产妇康复阶段，心理护理的重要性不可低估。首先，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通过主动关心产妇的生活和心理状

况，护理人员能够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基础，为后续的心理护

理奠定必要的基础。其次，制定个性化心理干预。对于不同

心理问题的产妇，护理人员应根据她们的个体差异制定相应

的个性化心理干预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心理咨询、心理讲座

等方式。此外，家庭和社会支持。护理人员应积极鼓励产妇

的家人和朋友给予关心和支持，使产妇能够感受到来自家庭

和社会的温暖与关爱，从而增强面对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最

后，关注产妇的心理需求。在产妇康复过程中，护理人员应

密切观察产妇的心理变化，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出现的心理

健康问题，以确保产妇的心理健康状态得到有效维护。

2.2.5 健康教育
早期产后阶段被视为产妇身体恢复的黄金时期，因而

在此时进行健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个性化的健康教育策略

应根据产妇的个体差异和康复需求进行精准评估和分析。考

虑到产妇的年龄、体质、生育史以及盆底功能状况的不同，

针对性地提供指导和建议，以确保康复训练的最佳效果。此

外，清晰地向产妇阐释盆底康复训练的积极作用，如提高生

活质量、预防盆底功能障碍和促进生殖健康等，可以增强产

妇的信心和动力，从而促使其更愿意并能够持续进行康复锻

炼。再者，护理人员在实践中应不断总结经验，以不断完善

健康教育策略，提供更为优质、个性化的盆底康复护理服务。

通过与产妇的沟通交流和反馈，及时调整教育方法和内容，

进一步提高康复训练的依从性和效果。

2.3 评价指标

2.3.1 盆底肌力评估
采用业界公认的法国国家卫生诊断论证局（AN-AES）

推出的会阴肌力测试标准（GRRUG），使用阴道内张力检

测方法来对产妇的盆底肌力进行测定，常用盆底康复治疗仪

检测，将盆底肌力分为 0~V 这６个级别，收缩持续 0~5S 分

别对应肌力 0~V 级，Ⅲ级以上为正常肌力。

2.3.2 疼痛程度 
采用数值评分量表对患者疼痛程度进行评价，疼痛分

为 4 级：其中无痛是 0 级，计 0 分；轻度疼痛为Ⅰ级，计

1~3 分；中度疼痛为Ⅱ级，计 4~6 分；重度疼痛为Ⅲ级，计

7~10 分。舒适度评估以 Kolcaba 的舒适理论为框架，结合

自编制的舒适度量表，自制调查问卷并对患者的舒适度进行

评估，评分范围 1~5 分，舒适为 4~5 分，不适为 1~3 分；

采用性生活满意度问卷让患者自己评价对性生活的满意程

度，分成 6 级，即无、差、中等、好、很好及极好，好以下

的等级认为存在阴道松弛的可能，定义为不满意，余为满意。



55

亚洲临床医学杂志·第 07卷·第 04 期·2024 年 04 月

3 结果

3.1 两组产妇盆底肌力康复情况及疼痛等级评估的

比较
观察组盆底肌力整体恢复效果优于对照组；对照组中

重度疼痛人数高于观察组，详见表 1 与表 2。

表 1 两组产妇盆底肌康复情况（例）

组别 例数
盆底肌力分级

0 Ⅰ Ⅱ Ⅲ Ⅳ Ⅴ

对照组 15 0 2 4 3 5 1

实验组 15 0 1 1 2 9 2

表 2 两组产妇盆底肌疼痛等级评估（例）

组别 例数
疼痛评分

无痛 轻度疼痛 中度疼痛 重度疼痛

对照组 15 1 6 7 1

实验组 15 3 9 3 0

3.2 两组产妇自我舒适度与性生活满意度的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自我舒适度与性生活满意度明显优于

对照组，见表 3。

表 3 两组产妇自我舒适度与性生活满意度的比较 [n（%）]

组别 例数
自我舒适度 性生活满意度

1-3 分 4-5 分 满意 不满意

对照组 15 9（60.00） 6（40.00） 4（26.67） 11（73.33）

实验组 15 4（26.67） 11（73.33） 8（53.33） 7（46.66）

4 讨论

在产后妇女盆底功能康复中，集束化护理的应用愈发

彰显其重要性。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在妇女中呈现较高

的患病率，对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带来明显危害。盆

底功能康复作为防治盆底功能障碍疾病的首选一线措施，对

于产妇而言尤为关键。产妇在孕育过程中易受盆底组织损伤

影响，而产后盆底功能康复的专业指导与措施则成为关键环

节之一。研究指出，尽管产妇对盆底康复的认知和需求度并

不高，但产后盆底康复流程应强调基础性、覆盖广泛人群的

特点。

为满足产妇对盆底功能康复的认知与需求，有必要加

强健康宣教工作，特别是向产妇及其丈夫及家人进行全面的

健康宣教。研究发现，丈夫的支持对于促进产妇进行盆底康

复锻炼具有积极作用，甚至可能比产妇自身意愿更为重要。

因此，家庭支持对产妇盆底功能康复起着积极促进作用。在

盆底功能康复训练方面，近年来涌现出一些新技术与新方

法，如瑜伽干预能有效提升产妇盆底肌肌力，减轻盆底功能

障碍，并解决腰臀比与腹直肌分离等问题，同时也能缓解产

妇的负面情绪，使其心理更加健康稳定。这些研究结果与

既有研究相吻合，为盆底功能康复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因此，针对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防治工作需要综合考虑

产妇及其家庭的需求与特点，加强健康宣教工作，提供专

业的康复指导与措施，并不断探索与应用新的康复技术与方

法，以促进产妇盆底功能康复，提升其生活质量与身心健康

水平。

在此次研究中，集束化护理在产妇产后盆底功能康复

中具有显著的应用效果，通过专业化、个性化的护理干预，

能够有效提高产妇盆底功能康复率，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

高产妇满意度。因此，临床护理工作中应加大对集束化护理

的推广力度，为产妇提供优质的康复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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