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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婴儿孕产妇特殊心理分析及护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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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试管婴儿孕产妇特殊心理及护理策略。方法 将于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期间到我院就

诊的 50 例试管婴儿孕产妇为研究对象，将其设为实验组。对上述对象的相关资料予以回顾性分析，采取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分析试管婴儿孕产妇的特殊心理，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且与 2022 年 1 月之前的 50 例试管婴

儿孕产妇（参考组）予以对比。结果 实验组早产率、妊娠终止率低于参考组（P＜0.05），顺产率高于参考组（P
＜0.05）。结论 通过分析试管婴儿孕产妇的特殊心理，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可对试管婴儿孕产妇的妊娠结局予

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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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pecial psychology and nursing strategies of pregnant women undergoing in 
vitro fertilization. Methods 50 pregnant women who received IVF treatment at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set up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the above-mentioned subjects, and the SCL-90 symptom self-assessment scal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pecial psychology of pregnant women undergoing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were 
taken.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50 pregnant women undergoing in vitro fertilization before January 2022 (reference 
group). Results The premature birth rate and pregnancy termination r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and the vaginal delivery rat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By analyzing the special psychology of pregnant women undergoing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taking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the pregnancy outcomes of pregnant women undergoing in vitro fertilization can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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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发展，试管婴儿已成为

解决不孕不育问题的重要手段。然而，试管婴儿孕产妇

在经历了一系列医疗干预后，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心理

压力和情绪波动[1]。这些特殊心理问题不仅影响孕产妇

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对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和妊娠结局

产生不利影响[2-3]。因此，对试管婴儿孕产妇进行特殊

心理分析及采取相应的护理策略显得尤为重要。为此，

将于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期间到我院就诊的 50 例

试管婴儿孕产妇为研究对象，探析试管婴儿孕产妇特

殊心理及护理策略。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将于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期间到我院就诊的

50 例试管婴儿孕产妇为研究对象，将其设为实验组。

2022 年 1 月之前的 50 例试管婴儿孕产妇为参考组。

其中实验组年龄最小24岁，最大36岁，均值范围（28.76
±3.23）岁，孕周最短 28 周，最长 38 周，均值范围

（36.54±2.3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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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组年龄最小25岁，最大 37岁，均值范围（28.41
±3.15）岁，孕周最短 29 周，最长 37 周，均值范围

（36.31±2.15）周。 
两组资料对比差异小（P＞0.05）。 
1.2 方法 
1.2.1 心理分析 
为了评估试管婴儿孕产妇的心理状况，采用 SCL-

90 症状自评量表进行调查。指导孕产妇自行填写这份

量表，并在必要时允许家属或护理人员协助完成。在回

收所有量表后，我们进行了详细的统计评分。调查结果

显示，试管婴儿孕产妇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躯体化

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情绪、焦虑状态以及恐怖感

受。这些孕产妇多数长期受到不孕不育问题的困扰，因

此对孩子的渴望尤为迫切。 
一旦试管婴儿受孕成功，其既感到兴奋，又伴随着

紧张和焦虑。在孕期，孕产妇对身体出现的任何变化，

即便是正常现象，也会过度反应，担心胎儿的健康状况，

表现出躯体化的害怕甚至恐惧。此外，由于试管婴儿受

孕方式的特殊性，部分孕产妇在心理上产生了不愿与

他人接触交流的倾向，害怕面对社会的压力，导致人际

关系变得敏感。同时，这项技术通常也给普通家庭带来

了较大的经济负担，这同样可能引发孕产妇的焦虑、不

安等负面心理。 
1.2.2 护理方法 
试管婴儿孕产妇心理护理方法详见下文：（1）建

立信任关系：医护人员应耐心倾听孕产妇的诉说，理解

她们的感受和需求。通过积极倾听，建立起与孕产妇之

间的信任关系。尊重孕产妇的个人隐私和选择，接纳她

们的情绪和想法。避免对孕产妇进行评判或指责，以免

加重其心理负担。（2）提供心理支持：鼓励孕产妇表

达自己的情绪，如焦虑、恐惧、不安等。通过心理疏导、

放松训练等方式，帮助孕产妇缓解负面情绪。向孕产妇

详细介绍试管婴儿技术的原理、过程和成功率，增强她

们对治疗的信心。分享成功案例，让孕产妇看到希望，

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3）家庭与社会支持：与孕产

妇的家人进行沟通，让了解孕产妇的心理需求，鼓励他

们给予更多的关爱和支持。邀请家人参与孕产妇的护

理过程，共同为孕产妇提供心理支持。鼓励孕产妇加入

试管婴儿相关的社群或组织，与其他孕产妇分享经验

和感受。提供心理咨询师的联系方式，让孕产妇在需要

时能够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4）健康教育：向孕产

妇提供详细的孕期知识，包括胎儿的发育过程、孕期饮

食、运动等方面的注意事项。帮助孕产妇了解孕期可能

出现的身体变化和应对措施。指导孕产妇做好心理准

备，了解试管婴儿孕期的特殊性，避免过度焦虑和紧张。

教授孕产妇一些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冥想等，以应对

孕期可能出现的情绪波动。（5）环境优化：在孕前 10
周的黄体支持，并监测胎儿情况，同时为孕产妇提供安

静、舒适、整洁的治疗环境。保持室内的温度、湿度适

宜，提供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避免孕产妇接触过

多的噪音、光线等刺激因素。在护理过程中，尽量保持

动作轻柔、语言温和，避免给孕产妇带来不适。 
1.3 观察指标  
观察记录两组早产率、妊娠终止率及顺产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 软件对研究所获取的数据进行了

处理。计数资料则使用（%）进行表示，并通过 χ²检验

进行统计分析。当计算得到的 P 值小于 0.05 时，表明

对比的对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 
2 结果 
2.1 早产率、顺产率对比分析 
表 1 显示，实验组早产率低于参考组（P＜0.05），

顺产率高于参考组（P＜0.05）。 
2.2 妊娠终止率对比分析 
表 2 显示，实验组妊娠终止率低于参考组（P＜

0.05）。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试管婴儿技术

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和进步[4]。这项技术为许多面临生育

困难的家庭带来了希望，让更多的夫妻得以实现拥有

自己孩子的梦想。然而，试管婴儿的成功受孕并不意味

着妊娠过程的顺利[5]。 

表 1  早产率、顺产率对比分析[n,(%)] 

组别 例数 早产率 顺产率 

实验组 50 21（42.00%） 20（40.00%） 

参考组 50 38（76.00%） 11（22.00%） 

χ2 - 11.947 3.787 

P - 0.001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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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妊娠终止率对比分析[n,(%)] 

组别 例数 妊娠终止率 

实验组 50 2（4.00%） 

参考组 50 8（16.00%） 

χ2 - 4.000 

P - 0.046 

 
由于试管婴儿的特殊性，孕产妇在妊娠期间往往

面临着更高的并发症风险，如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子

宫内环境异常、孕期高血压等。这些并发症不仅增加了

孕妇的身体负担，还可能导致早产、流产等不良妊娠结

局[6]。此外，试管婴儿多胎妊娠的几率也相对较高，这

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孕期和分娩的风险。面对这些潜在

的风险和压力，孕产妇往往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压

力和负面情绪。这些心理因素不仅影响孕产妇的生理

健康，还可能对胎儿的生长发育产生不利影响[7]。因此，

对于试管婴儿的孕产妇，及时且恰当的心理护理显得

尤为重要。通过专业的心理辅导和关怀，可以帮助孕产

妇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增强信心，提高妊娠期

的生活质量，从而确保母婴的安全与健康。 
本研究揭示试管婴儿孕产妇普遍存在的多种不良

情绪，包括躯体化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

恐怖及紧张等，部分孕产妇还展现出易怒和神经质的

特征。针对这些心理特征，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护

理措施[8]。其中，环境护理构成了维护孕产妇良好情绪

的基础，通过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来减少心理刺激[9]。

健康教育则有助于孕产妇正确理解和认识试管婴儿技

术，消除误解和疑虑。心理护理的实施尤为关键，根据

孕产妇的具体心理状况，采取了个性化的心理疏导策

略，以期达到最佳的心理调适效果。此外，环境优化可

减少不必要的心理刺激，进一步帮助孕产妇缓解负面

情绪，促进身心健康[10]。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早

产率、妊娠终止率低于参考组（P＜0.05），顺产率高

于参考组（P＜0.05）。 提示针对试管婴儿孕产妇的特

殊心理采取相应的心理护理有助于改善妊娠结局。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试管婴儿孕产妇的特殊心理，

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可对试管婴儿孕产妇的妊娠结

局予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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