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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lau人际关系理论对妊娠高血压的护理临床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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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 Peplau人际关系理论对妊娠高血压的护理效果．方法 选择 PIH患者 69例，随机分为

对照组及观察组，分别有 34例、35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 Peplau人际关系理论进行

护理，分别检测护理前后血压、 SAS及 SDS评分．结果 对照组出院前收缩压及舒张压较入院后第 1天均有下

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观察组收缩压入院后 2周、出院前均较入院后第 1天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0.05），舒张压出院前均较入院后第 1天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观察组出院前收缩压

及舒张压较对照组均有下降且在正常值以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对照组及观察组出院前 SDS评分

较入院后第 1天均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观察组出院前 SDS评分较对照组有下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0.05）．对照组出院前 SAS评分较入院后第 1天均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观察

组入院后 2周及出院前 SAS评分较入院后第 1天均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观察组出院前 SAS

评分较对照组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结论 采用 Peplau人际关系理论进行护理可有效控制血

压水平，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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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nursing effectiveness of Peplau interpersonal theory on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Methods 69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there were

34 cases， 35 cases．Control group accepted conventional care， nursing observation group accepted Peplau

interpersonal theory on this basis， blood pressure， SAS and SDS scores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care.
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discharge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s

compared with the fisrt day after admission（ ＜0.05） .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two

weeks after admission， prior to discharg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s compared with with the fisrt day after

admission（ ＜0.05）， th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before discharg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as compared with the

fisrt day after admission（ ＜0.05） .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before discharg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o the normal value， as compared with the fisrt day after admission

（ ＜0.05） . In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SDS score before discharg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s

compared with the fisrt day after admission（ ＜0.05）， SDS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before discharg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a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 ＜0.05）．SAS score of control group before discharg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as compared with the fisrt day after admission （ ＜0.05） . SAS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wo weeks after admission and before discharge two week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as compared with the fis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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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after admission（ ＜0.05） . SAS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before discharg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0.05） . Conclusion Peplau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blood pressure，relieve th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

［Key words］ 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Interpersonal theory；Blood pressure；Anxiety；Depression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pregnancy induced hypert -

ension syndrome，PIH） 是妊娠期妇女发生的以全

身小动脉痉挛为基本病变为主要特点的疾病[1]，患

者多出现血压增高、蛋白尿、水肿等临床表现．

该疾病若控制不佳则容易导致孕产妇死亡及死产、

死胎．佩普劳（Peplau）的人际关系模式重点强调

患者或护理对象与护士之间的关系是在护理过程

中形成的并认为护患关系在整个护理过程中起关

键性作用[2]，是护士与患者为了患者的健康（共同
目标）互相理解，并共同努力解决患者健康问题

的人际关系[3]．笔者对自 2012年 1月至 2014年 1

月就诊于咸阳市中心医院的 PIH 患者采用 Peplau
人际关系理论进行护理，取得较好的效果，现报告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自 2012年 1月至 2014年 1月期间到咸阳
市中心医院就诊的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的 69

例，年龄 26～37岁，平均（31.4±4.5）岁，妊娠

时间（36.7±1.5）周，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妇产科
分会制定的关于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的诊断标准[4]

且均为单胎妊娠．患者入选后随机分为对照组

（34例）及观察组（35例），所有患者均无糖尿病

及高血压等疾病．所有入选患者既往均无高血压、

肾脏及心脏病、糖尿病、恶性肿瘤，无近期服用激素

类药物史，各组对象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0.05）.

2组患者入院后给予硫酸镁等治疗，对照组采

用常规护理，护理内容包括每日加强对妊高症患

者．血压的监测，血压高时要遵医嘱给予镇静、

降压、利尿等措施，同时注意用药后的反应．浮

肿的患者．应注意皮肤的护理，每日用温水擦洗

皮肤，保持皮肤清洁、干燥．指导劳逸结合，保
证充分睡眠等．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 Peplau人际关系理论

进行护理，护理内容包括：（1）熟悉期：护士和

患者互相认识的阶段．此期患者．有寻求专业性

帮助的需要；护士通过收集患者．资料增进双方

了解，主管护士向患者介绍主管医生及医疗环境，

介绍同室患者，使其建立良好的关系及适应下一步

的治疗.（2）确定期：护士确定适当的专业性帮助

的阶段．此期患者．对护士作出选择性反应，可有

独立自主、不依赖护士或与护士相互依赖或被动地

完全依赖护士 3种情况，并表达其对健康问题的认

识；护士通过观察患者和收集资料找出患者．存在

的问题．确定为患者提供何种帮助，制订护理计

划．针对患者该阶段出现的心理（焦虑、抑郁等）

以及社会支持问题进行针对性解决.（3）开拓期：

患者从护理过程中获益，病情逐步稳定，此期患

者．易出现依赖与独立的冲突，护士主要起资源提

供者、引导者、代言人等角色．该阶段由于躯体不

适的存在会引起患者焦虑、烦躁等情绪，以及担心

疾病对胎儿的影响，针对该阶段需及时提供信息及

指导，使其积极参与治疗.（4）解决期：此期患者

需要得到满足，身体基本康复，情绪良好；护士帮

助患者．恢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自立能力．该阶段

护士起教师角色、顾问角色等．对患者强调保持乐

观心态，避免不良情绪对疾病进展的影响，并告知

出院后饮食及生活起居注意事项，适度活动，控制

钠盐摄入并及时监测血压变化，并告知复查时间的
间隔．

1.2 检测方法与观察指标

1.2.1 血压监测 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分别于入

院后第 1天、入院后 1周、入院后 2周、出院前

检测各组患者的血压水平并记录，分别测量 3次，

取平均值．

1.2.2 焦虑及抑郁状态评估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对患者入院后第 1

天、入院后 1周、入院后 2周、出院前的焦虑及

抑郁情绪进行比较．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均采

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χ2检验， ＜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治疗前后血压比较



比较各组不同时段的血压水平，对照组出院前

收缩压及舒张压较入院后第 1天均有下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0.05），观察组收缩压入院后 2

周、出院前均较入院后第 1天有下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0.05），舒张压出院前均较入院后第 1

天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观察

组出院前收缩压及舒张压较对照组均有下降且在正

常值以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见表 1.

2.2 各组 SDS评分比较

比较各组不同时段的 SDS评分，对照组及观

察组出院前 SDS 评分较入院后第 1 天均有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观察组出院前 SDS

评分较对照组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0.05），见表 2.

2.3 各组各组 SAS评分比较

比较各组不同时段的 SAS评分，对照组出院

前 SAS评分较入院后第 1天均有下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0.05），观察组入院后 2周及出院前

SAS评分较入院后第 1天均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0.05），观察组出院前 SAS评分较对照组

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见表 3.

与入院后第 1天比较，* ＜0.05；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0.05.

组 别 n 入院后第 1天 入院后 1周 入院后 2周 出院前

对照组

收缩压 34 154.81±5.62 148.22±1.74 142.34±6.89 140.21±5.72*

舒张压 34 93.01±4.41 89.43±4.25 86.04±5.61 84.68±4.84*

观察组

收缩压 35 153.52±5.73 148.73±6.96 132.69±7.29* 130.80±4.07*#

舒张压 35 92.87±4.15 86.06±5.48 82.26±5.27 80.19±5.85*

表 1 各组治疗前后血压比较（x±s）
Tab. 1 Comparison of blood pressu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x±s）

组 别 n 入院后第 1天 入院后 1周 入院后 2周 出院前

对照组 34 34.71±4.63 33.26±3.76 31.34±2.43 30.21±2.75*

观察组 35 35.12±4.51 32.43±3.28 29.04±2.27 25.68±2.88*#

表 2 各组 SDS评分比较（分） （x±s）
Tab. 2 Comparison of SDS scor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Point） （x±s）

与入院后第 1天比较，* ＜0.05；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0.05.

与入院后第 1天比较，* ＜0.05；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0.05.

组 别 n 入院后第 1天 入院后 1周 入院后 2周 出院前

对照组 34 48.54±6.12 47.60±5.53 42.55±4.14 39.12±4.84*

观察组 35 49.39±5.09 43.58±4.95 38.31±4.07* 32.05±3.38*#

表 3 各组 SAS评分比较（分） （x±s）
Tab. 3 Comparison of SAS scor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Point） （x±s）

3 讨论

妊娠高血压综合症是孕期常见的可对母婴安全

造成严重影响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病发病机制涉及

免疫紊乱、遗传因素、氧化应激水平紊乱等[5]，该

病以小动脉痉挛为主要特点，严重者可导致胎盘

供血不足，绒毛退行性变，增加胎盘早剥等的风

险[6]，往往造成孕妇焦虑、抑郁情绪的出现，而焦

虑抑郁情绪会延缓治疗后高血压的缓解．因此护

理过程中注意采用新的护理理论对患者进行针对性

处理等具有重要意义．人际关系理论最早是美国

护理学专家 Peplau提出[7]，该理论认为护理属于治

疗性的人际间的过程，护士及患者关系的良性互

动对护理效果起着重要作用．

人际关系模式分为熟悉期、确定期、开拓期及

解决期等 4个阶段[8]，每阶段均根据患者与护士之

间关系的建立进入到下一阶段．由本研究可以看

出，对照组出院前收缩压及舒张压较入院后第 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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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显著性下降，观察组收缩压入院后 2周、出院

前均较入院后第 1天有显著下降，舒张压出院前均

较入院后第 1天有显著下降．观察组出院前收缩压

及舒张压较对照组均有显著下降且在正常值以下．

同时对焦虑及抑郁状态的评估表明，对照组及观察

组出院前 SDS评分较入院后第 1天均有显著性下

降，观察组出院前 SDS 评分较对照组有显著下

降．对照组出院前 SAS评分较入院后第 1天均有

显著性下降，观察组入院后 2周及出院前 SAS评

分较入院后第 1天均有显著性下降，观察组出院前

SAS评分较对照组有显著下降．由此可以看出，对

PIH患者焦虑及抑郁情绪的缓解有助于实现较好的

降压效果．孕期是母体的健康状态对及婴儿的发育

至关重要，孕期焦虑、抑郁情绪对孕妇及胎儿具有

较大的负面影响，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缓解提供有

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对于降低孕产妇并发症及胎婴儿

健康意义重大．焦虑及抑郁状态导致血压异常的机

制涉及如下几方面[9]：长期的焦虑及抑郁情绪，使

交感神经处于高张力状态，肾小球动脉持续收缩；

焦虑及抑郁状态导致下丘脑功能失调，下丘脑 -

垂体 -肾上腺皮质轴过渡活动，类固醇激素分泌

增加[10]，加重水钠潴留的程度．人际关系模式认

为，护士在护理过程中应对病人承担帮助者、教育

者、咨询者、领导者、代理人等多种角色[11]，以达

到维护和促进患者健康的目的．人际关系理论的 4

个阶段相互衔接，整个过程在实现良好护理效果的

基础上，强调良好护患关系的建立，双方沟通作为

该理论实践的主要方式，有助于建立良好护患关系
[12]．该理论的 4个分期为护理工作提供了逻辑性、

系统性的护理实践的方法.

综上所述，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 Peplau
人际关系理论进行护理，可有效控制血压水平，缓

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较采用常规护理方法有

较好的临床效果，因此仍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大规模

的临床研究，为妊娠高血压疾病的护理方式的探索

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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