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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gnancy is a special period for women to experience both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During pregnancy, pregnant 
women not only face physical discomfort, but also may experience greater psychological stress due to physiological changes and the 
uncertainty of future delivery. In recent year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during pregnancy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pregnant women,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of pregnant women to childbirth 
and	reduce	the	symptoms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By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regnant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regnant women’s mental health, adaptability 
to childbirth and postpartum recovery. At the same tim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satisfaction of 
pregnant	women’s	famil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during	pregnanc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pregnant women, reduce the anxiety and fear during pregnancy, and enhance the satisfaction of pregnant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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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心理干预对孕妇及家属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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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妊娠期是女性经历生理和心理双重变化的特殊时期。妊娠期间，孕妇不仅面临身体上的不适，还可能因生理变化和未来分
娩的不确定性，经历较大的心理压力。近年来，妊娠期心理干预作为改善孕妇心理健康、提升孕妇对分娩的适应能力和减
少产后抑郁症状的有效方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通过分析妊娠心理干预对孕妇及家属的影响，探讨心理干预对
孕妇心理健康、分娩适应性及产后恢复的效果。同时，评估妊娠心理干预对孕妇家属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妊娠
期心理干预能够显著提高孕妇的心理健康水平，减少孕期焦虑和恐惧，提升孕妇及家属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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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妊娠期是女性生命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孕妇在这一期

间不仅面临着体力上的负担，还经常伴随着心理上的压力与

焦虑。随着生理变化的剧烈波动，孕妇可能会产生焦虑、恐

惧、抑郁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

地干预，可能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妊娠心理

干预，作为一种有效的心理健康促进手段，已逐渐被医学界

和护理领域广泛应用。通过心理教育、放松训练、认知行为

疗法等方式，可以帮助孕妇改善情绪、降低压力、提高产后

的适应性。此外，家属的支持也是孕妇心理健康的重要保障，

如何在干预过程中增强家属的参与和支持，进一步提升孕妇

的满意度，也成为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旨在探讨妊娠心理干预对孕妇及家属满意度的

影响，通过对孕妇心理状态和家庭支持水平的多维度分析，

揭示心理干预在改善孕妇心理健康、分娩适应性以及家庭支

持中的关键作用。

2 妊娠期心理干预的必要性与发展

2.1 妊娠期女性心理特征及其需求
妊娠期是女性生命中的特殊阶段，生理和心理的变化

伴随着各种情绪波动。孕妇常常会面临较大的情绪压力，

如焦虑、抑郁、恐惧等，尤其是在孕初期，生理不适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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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容易产生情绪波动。妊娠期的心理特点包括对分娩的恐

惧、对胎儿健康的过度担忧以及对未来角色变化的不安。许

多孕妇可能会因为对分娩的未知产生强烈的恐惧，或者因为

对胎儿健康的担心，表现出过度的焦虑。此外，随着怀孕的

进展，孕妇可能对成为母亲这一角色的转换产生焦虑，担心

自己是否能胜任这一新的责任。这些心理问题不仅影响孕妇

的日常生活，还可能引发产后抑郁症，甚至影响到胎儿的健

康发展。因此，妊娠期的心理干预显得尤为重要，及时有效

的心理干预能够有效减轻孕妇的焦虑情绪，提升其自信心、

增强应对分娩的能力，同时也能减少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改

善孕妇的整体心理健康。

2.2 妊娠心理干预的理论依据
妊娠期心理干预的理论依据来源于心理学和医学领域

的交叉应用。心理学中的认知行为疗法、情绪调节理论和压

力应对理论为妊娠期心理干预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认

知行为疗法（CBT）主要通过帮助孕妇识别和挑战负性情绪

与思维模式，使其能够调整对分娩、孕期生活以及自身角色

变化的认知，从而缓解焦虑和恐惧等情绪反应。该疗法的关

键是帮助孕妇改变非理性思维，增强其积极的自我认知。情

绪调节理论则着重于帮助孕妇管理情绪波动，提高情绪的稳

定性。通过情绪调节技巧，如放松训练和自我调节，孕妇能

够更好地应对孕期的情绪变化，减少由情绪波动引发的心理

问题。此外，压力应对理论认为，个体在面对压力时的反应

不同，干预措施应根据孕妇的个体差异，帮助她们发展积极

有效的压力应对策略，从而提升其面对妊娠期挑战的应对能

力。这些理论相辅相成，共同为妊娠期心理健康的干预提供

了科学的指导和实践方法。

2.3 妊娠心理干预的效果
研究表明，妊娠期心理干预能够显著改善孕妇的心理

健康状况，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提升孕妇对分娩的

适应能力和自信心。通过系统的心理干预，孕妇能够更好地

管理情绪波动，减少对分娩的恐惧与担忧，增强其应对压力

的能力。有效的心理干预还能够提高孕妇的自我效能感，使

其更加积极地面对孕期和分娩过程，产生更多的正面预期。

此外，研究还表明，妊娠期的心理干预不仅有助于改善孕妇

的情绪状态，还能有效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生率，提升产后恢

复的速度与质量，增强孕妇及其家庭的整体幸福感。因此，

妊娠期心理干预对孕妇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已被广泛认同。

3 妊娠期心理干预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3.1 妊娠期心理干预的实施框架
妊娠期心理干预应根据孕妇的个体差异和心理需求，

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方案，以确保干预的有效性。在干预框架

中，首先需要进行全面的心理评估，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

心理量表等方式，了解孕妇的情感需求、心理状态和潜在的

心理问题。这一阶段的核心是准确评估孕妇的焦虑、抑郁等

情绪状态，以及对分娩和母婴健康的担忧。在干预实施阶段，

主要通过放松训练、心理教育、认知行为疗法等手段帮助孕

妇缓解焦虑和压力，增强其自我调节能力。特别是针对分娩

恐惧的孕妇，可以通过分娩模拟、放松技巧和心理疏导，帮

助其建立积极的分娩认知和预期。在反馈阶段，通过定期的

心理评估与跟踪，及时了解孕妇的情绪变化和干预效果，根

据评估结果调整干预方案，确保心理干预的持续性和效果最

大化。这种系统性的干预过程有助于孕妇情绪的稳定和心理

健康的改善，最终提高孕妇的分娩适应性和产后恢复情况。

3.2 干预方法的选择与应用
在妊娠期的心理干预过程中，认知行为疗法、放松训

练和团体辅导是常用的有效方法。认知行为疗法（CBT）通

过帮助孕妇识别和纠正负性思维，能够显著减轻她们对分娩

的恐惧，并且增强其对产程的适应性。通过逐步改变对分娩

和育儿的负面认知，孕妇能够建立更加积极的心态，从而减

轻焦虑和压力。放松训练则通过深呼吸、冥想和渐进性肌

肉放松等技巧，帮助孕妇有效地放松身体，缓解孕期压力，

减少紧张情绪，促进身心放松。这些方法不仅能改善孕妇的

情绪，还能通过生理上的放松降低焦虑和压力的生理反应。

团体辅导则通过集体分享和情感交流，增强孕妇之间的社会

支持，帮助她们在群体互动中建立积极的心理预期和情感联

结。此外，家庭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丈夫及其他家庭

成员的积极参与可以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帮助孕妇在孕

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这些综合干预手段相结合，可以显

著提高孕妇的心理健康水平，为分娩和产后恢复创造更好的

条件。

3.3 家属支持的重要性
妊娠期心理干预不仅仅是针对孕妇本身，还应注重家

属在支持孕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家属的理解与支持对于缓

解孕妇的焦虑、压力和情绪波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孕妇

在妊娠期常常会面临情绪波动和心理压力，这时家属的陪伴

和关怀能够为孕妇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帮助她们渡过心理

上的难关。通过家庭辅导和心理教育，能够提升家属对孕妇

心理需求的认知，使其更好地理解孕妇在孕期的情绪变化，

避免产生误解和不必要的冲突。家属的积极参与能够增强

孕妇对干预过程的接受度和信任度，提高干预效果。此外，

通过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和关怀，家属能够帮助孕妇调整情

绪，增强其对分娩和产后的适应性。通过增进家属与孕妇之

间的情感联结，能够为孕妇提供更加坚实的心理支持网络，

从而有效促进孕妇心理健康的提升，提高其生活质量，降低

产后抑郁的发生率。

4 妊娠心理干预的效果分析

4.1 效果评估指标
本研究采用焦虑量表、抑郁量表等标准化评估工具，

对干预前后孕妇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详细评估。这些量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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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于临床研究，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能够准确

反映孕妇在妊娠期的心理变化。评估内容涵盖孕妇的焦虑水

平、抑郁症状、分娩恐惧以及对分娩的适应性等多个方面，

此外，还包括产后恢复的情况，特别是情绪调节和身体恢复

的情况。通过这些评估工具，研究可以系统地了解孕妇在妊

娠期的心理变化，为进一步的干预提供科学依据。定期跟踪

评估不仅能全面反映干预措施的有效性，还可以根据孕妇的

反馈调整干预策略，从而增强干预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

数据分析，研究能够为个性化干预方案的优化提供依据，推

动更加精准、有效的妊娠期心理健康干预，为孕妇群体提供

个性化的心理健康支持。

4.2 干预前后数据对比
干预前的心理状态数据显示，大多数孕妇在孕期面临

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常见的问题包括焦虑、抑郁以及分娩

恐惧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孕妇的情绪和心理健康，还可能

对胎儿的发育产生负面影响。实施妊娠心理干预后，干预组

孕妇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显著减轻，产后抑郁的发生率也大幅

度降低。干预过程中，认知行为疗法和放松训练等干预手段

帮助孕妇更好地调节情绪，识别并改变负面思维，从而有效

提升其对分娩的适应能力。认知行为疗法通过帮助孕妇理解

和重构其对分娩的负性预期，减少对分娩过程的恐惧感。而

放松训练则通过深呼吸和冥想等方式帮助孕妇减轻身体上

的紧张和压力。

此外，家属的参与和支持在干预效果中也起到了积极

作用。家属的情感支持为孕妇提供了更强的心理支持和安全

感，使其能够更加放松地面对分娩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妊

娠期心理干预不仅能够改善孕妇的心理健康状况，还能促进

产后恢复，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生，提升整体的生活质量。

4.3 家属满意度的评估
除了孕妇本身，家属的满意度也是评估干预效果的重

要指标之一。在本研究中，通过对家属的问卷调查，发现大

多数家属对孕妇在接受妊娠期心理干预后的心理状态变化

表示满意。家属普遍认为，干预有助于缓解孕妇的焦虑和抑

郁情绪，显著提升了孕妇对分娩的适应性，并且促进了产后

的快速恢复。家属对孕妇情绪稳定的改善表示肯定，并认为

在干预过程中，他们对孕妇的支持和关爱得到了更为有效地

引导。调查结果显示，家属对干预方案的接受度较高，且认

为干预能够增加孕妇对分娩的正向预期，减轻其分娩恐惧，

并通过提供更为积极的心理状态帮助孕妇顺利度过孕期。这

些反映了妊娠期心理干预在家属中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进一

步验证了干预模式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5 结语

妊娠期心理干预在提升孕妇心理健康、增强分娩适应

性和减少产后抑郁方面表现出了显著效果。本研究通过构建

并实施一套系统的心理干预模式，显著缓解了孕妇的焦虑和

抑郁情绪，提高了其对分娩的信心，并在产后有效地帮助其

恢复。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放松训练、团体辅导等方法，孕

妇在面对孕期的各种压力时，能够更好地调整情绪、管理压

力，并增强自我效能感，减少对分娩的恐惧和担忧。此外，

家属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也在干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家属通过心理教育和情感支持，增强了孕妇的心理适应能

力，使其更加顺利地度过孕期及分娩阶段。这一模式的成

功实施，表明了妊娠期心理干预在提升孕妇心理健康水平、

减少产后抑郁风险方面的重要性。随着干预方法的不断优化

和个性化策略的进一步应用，妊娠期心理干预将逐渐成为常

规的健康管理措施，并有效推动社会整体心理健康水平的提

升，为孕妇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和帮助。未来，还需加强对

干预效果的长期追踪评估，进一步完善干预方案，以满足不

同孕妇群体的需求，促进其身心健康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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