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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孕前风险评估/咨询/干预$>?@%保健服务模式及认知行为干预对围生期保健及A族

链球菌$BAC%感染预防的效果' 方法.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河南省人民医院产科就诊的 #%$ 例

计划妊娠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 例%和对照组$&', 例%' 对照组进

行常规孕前教育' 观察组给予孕前>?@保健服务及认知行为干预' 分析研究对象的妊娠知信行评分(自我

效能评分(孕妇孕期保健执行情况(BAC感染和不良妊娠结局' 结果.干预后#观察组妊娠相关知识(态度(行

为问卷得分和自我效能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D$E$,%' 观察组的平均产检次数显著高于对照组#早孕建

册率(高危妊娠筛查率亦显著高于对照组$!D$E$,%' 观察组孕妇BAC感染率(总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D$E$,%' 结论.孕前>?@保健服务模式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可提高围生期女性孕期保健知

信行#提高自我管理效能#降低BAC感染及不良妊娠结局发生#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孕前保健).风险评估/咨询/干预保健服务).A族链球菌).预防

..!中图分类号".F-&(E-.!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 )$&+# )$,

..G=3%&$"'*%*HI"3JJ7"&%-( )'+$%"#$#'"$#"&+

..孕前保健是指计划怀孕的女性在怀孕前接受系

统的检查(预防(宣教工作#以保证妊娠期健康(胎儿

正常分娩' 孕前保健对于降低出生缺陷(提高人口素

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 妊娠期作为女性的特殊

生理阶段#其生理及心理等各方面均发生改变#对计

划怀孕的女性进行产前保健(行为干预非常重要!#/'"

'

目前#孕前保健服务方式仍较为单一#多数计划生育

的夫妇在女方妊娠前仅接受孕前的宣教工作#在女

方妊娠期间进行的定期产检对于孕期的生活方式(

危险因素仍不能较好地评估#且在孕期也不能保持

较好的自我管理#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 A族链球

菌$8K=LM AC:KNM:=<=<<LJ#BAC%感染是造成不良妊娠

结局的因素之一#但其对母婴保健的影响尚未得到足

够重视' 有研究指出#对于围生期孕妇应普遍筛查危

险因素并采取预防措施!%"

#目前我国对于围生期BAC

感染筛查及防治尚无统一标准#且孕妇较缺乏这方

面的了解及认知#对于BAC的预防未得到有效的重

视!-/+"

' 孕前风险评估/咨询/干预$2JJNJJ1N7:#<=L7/

JN437827G 37:NKON7:3=7#>?@%保健服务是通过对孕期

风险进行提前评估(咨询并进行管理的系统性保健

模式!*"

#主要包括风险评估(孕前咨询及行动干预等

部分' 此管理模式建立在当前孕前保健基础上#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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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地对孕期可能的风险进行评估#并通过评估结果

提出个体化预防方案#弥补了常规孕前保健的不足'

除孕前宣教的不足#孕产妇自我管理能力的不足也是

造成不良妊娠结局的重要因素#现有孕前保健体系对

于孕产妇的自我管理能力提高也有限' 自我效能是

个体有能力控制环境影响或应对环境要求的信念#在

控制人的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心理应激理论认为#

分娩是一种重大生活事件#也是一种创伤性过程#孕

产妇极易产生一系列生理及心理问题#产生负性情绪#

影响自我管理效能!&$/&&"

' 认知行为干预可通过改变

个体惯性思维#改变不恰当的认知方式#提高受试者

的自我效能水平' 研究表明#认知行为干预可通过帮

助个体分析特殊事件得到一般规律#协助其改变惯用

认知模式#充分调动自身的主动性及积极性#改变自

我的行为模式#当前认知行为干预已被用于抑郁症(自

杀人群行为干预中#取得较好的效果!&#/&'"

' 本研究将

孕前>?@保健服务与认知行为干预模式相结合#并探

讨其对围生期BAC的预防效果及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

河南省人民医院产科就诊的计划 #%$ 例妊娠的女性

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初次怀孕的女性#年龄
!

',岁#详细的体格检查显示无急慢性疾病#认知(表

达能力正常#常住本地区#自愿加入本研究并承诺能

接受随访#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合并急慢性

疾病者#孕前检出BAC阳性者#合并精神障碍或认知

功能障碍者'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观

察组$&#, 例%和对照组$&', 例%' 两组年龄(文化

程度(体质量指数(家庭月收入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X$E$,%' 见表 &' 本研究经医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查证号&#$&+/$&%%'

表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

"Y##$$"Z#%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学及以上

体质量指数
$[8H1

#

%

家庭月收入$元%

D' $$$ ' $$$ \% $$$ X% $$$

观察组 &#, #+E,# Y'E&, &$$+E$$% %%$,#E+$% (*$'*E#$% #$E&# Y#E(, &$$+E$$% ,%$((E+$% ,*$(-E#$%

对照组 &', #-E+& Y'E*% &&$+E&,% -$$,&E+,% ,($($E$$% &*E+* Y&E*% +$,E*'% %,$(+E&,% %#$(,E*'%

%&

!

#

) &E,*# $E$#' $E+'* $E-**

! ) $E&&' $E*++ $E($# $E%-&

!#$"方法"对照组进行常规孕前教育#妊娠后建档

并嘱孕妇进行定期产检#发放妊娠及分娩知识手册'

观察组在孕前给予>?@保健服务及认知行为干预'

&E#E&.孕前>?@保健服务.于孕前进行#主要包括&

$&%风险评估&对女性进行孕前风险评估!&("

#评估的

主要内容包括社会(营养(医疗(药物(家族史(传染性

疾病等方面' 根据风险评估内容将计划妊娠女性分

为>(A(?(](^和_类等 % 类人群' 其中>类人群

无明显疾病#但存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吸烟(饮

酒(营养不良(有害工作环境(心理压力大等)A类人

群主要患可治愈的全身疾病#如结核(病毒性心肌炎(

阴道炎(宫颈炎等)?类人群患难以治愈的全身性疾

病#如高血压(关节炎(甲状腺疾病等)]类人群主要

患遗传性疾病等)^类人群患严重全身性疾病#如心

功能衰竭(肾衰竭(高遗传风险精神性疾病)_类人群

患无法确定的疾病' 本研究入组女性均为经体格检查

证实无急慢性疾病#因此都纳入>类人群' 对于这类

人群#只需改变或规避不良生活方式(有害环境' $#%

孕前咨询及干预&针对风险评估情况及相关不良因

素#对计划怀孕的女性进行孕前及妊娠期的饮食(作

息(心理进行全面指导#专人制定干预计划#对孕妇的

疑问进行一对一解答'

&E#E#.认知行为干预.干预前进行深度访谈#主要

包括对妊娠(分娩知识的态度#明确其对生活方式(分

娩的认知情况#根据认知情况进行干预' $&%规避风

险&根据评估结果告知受试者可能的妊娠风险#提高

受试者对妊娠风险的认知#在进行讲解时避免过分夸

大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发生率#避免受试者出现焦虑(

恐惧等负面情绪#避免对妊娠(分娩过程产生不良的

认知' $#%训练应对方式&指导受试者形成主动应对

方式#嘱受试者在日常生活中主动识别风险#主动规

避或控制可能的应激源' $'%开展放松训练&嘱受试

者进行放松训练#如瑜伽(音乐(理疗等#循序渐进进

行反复放松训练#缓解对妊娠的负面情绪及困扰'

!#%"观察指标.$&%妊娠知信行分析&自行设计妊

娠知识(态度(行为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

知识(态度(行为 '个部分#各部分分别有 #& 个条目#

每个部分分为孕前(产前(产时相关问题#答对计 &分#

答错或不知道记为 $分#总分为 $ \%'分#分数越高表

示受试者对妊娠的知信行认知程度越高' 该问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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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专家检验#各分量表的一致性系数?K=7U2<6

!

分别为 $E+&($($E+#,$($E+#$$' $#%自我效能分析&采

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评价' 该量表由德国

学者 C<6R2K5NK等研制#本研究选用中文版#有 &$个项

目#每个项目采用 & \( 级评分#总分为 &$ \($ 分#得

分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水平越高' 问卷分半信度 '̀

$E+#-*#内部一致性系数 ?K=7U2<6

!

$̀E+-&(' $'%

妊娠保健情况分析&对两组女性进行持续随访#统计

两组妊娠早期建档情况(产检情况及妊娠高危因素筛

查情况' 采用BAC 核酸检测试剂盒!泰普生物科学

$中国%有限公司"检测孕妇BAC感染情况' $(%妊娠

结局分析&统计两组孕妇胎儿宫内感染(羊水污染(胎

儿窘迫(早产(新生儿肺炎(产妇产后出血(产褥期感

染发生情况'

!#&"统计学方法.应用 CaCC&*E$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Y标准差$

"

"Y#%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成组%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率%

!$$Z%"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或T3J6NKbJ确切

概率法' !D$E$,为差异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干预前后妊娠知信行评分比较"两组干

预前妊娠相关知识(态度(行为问卷得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X$E$,%' 干预后#观察组各维度得

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D$E$,%' 见表 #'

表 #.两组干预前后妊娠知信行评分比较!"

"

"Y##$分%

组.别 例数
知识 态度 行为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 &$E,- Y#E(# &+E(, Y#E,# +E%, Y&E*% &,E#- Y#E*% *E,% Y&E-* &-E(& Y'E**

对照组 &', &&E&& Y#E,$ &,E-& Y(E&, *E$& Y#E&+ &'E$& Y'E+, *E&, Y#E$& &(E-, Y#E*%

% ) &E-%- ,E-&+ &E'*% ,E#-% &E-'# %E&',

! ) $E$-+ D$E$$& $E&%( D$E$$& $E$+, D$E$$&

$#$"两组干预前后妊娠自我效能评分比较.两组干

预前自我效能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E$,%'

干预后观察组自我效能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D

$E$,%' 见表 ''

表 '.两组干预前后妊娠自我效能评分比较!"

"

"Y##$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 &,E#$ Y(E&, '$E#, Y-E(+

对照组 &', &(E-+ Y'E*% ##E-& Y,E#%

% ) $E+', *E(,-

! ) $E($, D$E$$&

$#%"两组各项保健指标比较"观察组的平均产检

次数显著高于对照组#早孕建册率(高危妊娠筛查率

亦显著高于对照组$!D$E$,%' 见表 ('

表 (.两组各项保健指标比较!"

"

"Y##$$"Z#%

组.别 例数 平均产检次数 早孕建册情况 高危妊娠筛查率

观察组 &#, *E+, Y&E## &#,$&$$E$$% *+$-+E($%

对照组 &', +E%+ Y&E+, &#($*&E+,% ,*$('E-$%

%&

!

#

) ,E*(- ) '#E%%#

! ) D$E$$&

$E$$&

#

D$E$$&

.注&

#为T3J6NKbJ确切概率法所得值

$#&"两组BAC 感染情况及妊娠结局比较.观察组

孕妇BAC感染率和总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D$E$,%' 见表 ,'

表 ,.两组BAC感染情况及妊娠结局比较!$"Z#%

组.别 例数
孕妇BAC

感染情况

妊娠结局

宫内感染 胎儿窘迫 早产 新生儿肺炎 产妇产后出血 产褥期感染 总不良妊娠结局

观察组 &#, &&$+E+$%. &$$E+$% $$$E$$% &$$E+$% &$$E+$% $$$E$$% $$$E$$% '$#E($%

对照组 &', #,$&+E,#% ,$'E-$% #$&E(*% &$$E-(% ,$'E-$% $$$E$$% &$$E-(% &($&$E'-%

!

#

) ,E&'* ) ) ) ) ) ) %E-(-

! ) $E$#'

$E#&,

#

$E(**

#

&E$$$

#

$E#&,

#

)

&E$$$

#

$E$$*

.注&

#为T3J6NKbJ确切概率法所得值

%"讨论

%#!"本研究将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及认知行为干

预用于孕前及妊娠期中#结果显示#与常规孕前(孕期

保健相比#此模式下产妇对妊娠知识(信念(行为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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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更高的得分#而自我效能评分也较高#提示孕前

>?@保健服务模式及认知行为干预相结合能较好地

提高围生期女性的孕期保健知识及自我管理能力'

对比两组女性早孕期建档(高危妊娠筛查情况#采用

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及认知行为干预组更好#提示

此干预模式下女性对妊娠期保健更为重视#且能较好

地实施' 分析>?@保健服务模式及认知行为干预结

合进行干预的优势#>?@保健服务模式重在评估风险

及宣教#在孕前进行个体化评估及预防方案的制定

可使女性了解妊娠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提高对这些

风险的认知#而认知行为干预则可从改善行为方式上

提高个体对风险的规避能力#提高自我管理效能#既

往檀江燕和李玉红!&%"也证实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认

知行为干预可提高产妇分娩知识(分娩态度(应对方

式#提高自护能力' 本研究中>?@保健服务模式及认

知行为干预结合可分别从认知(行为方面进行系统性

的改善#发挥协同干预效果'

%#$"围生期BAC 感染是一种与不良妊娠结局有关

的感染#育龄期女性具有较高的 BAC 带菌率' 研究

表明#BAC感染是引起产妇尿路感染(伤口感染(产后

菌血症(死产等不良妊娠结局的重要原因' BAC可通

过分娩传播#新生儿有一定概率感染BAC#是引起出

生后菌血症(脑膜炎的重要致病菌!&-/&+"

' 据报道#有

&$Z \'$Z的孕妇 BAC 阳性#($Z \-$Z在分娩过

程中可传递给新生儿!&*"

' 目前我国孕前保健体系对

BAC感染的筛查及治疗要求仍较为宽松#因 BAC 感

染引起的不良妊娠结局时有发生' 研究指出#对于妊

娠晚期产妇宜进行 BAC 产前筛查#筛查阳性的产妇

及有 ,种高危因素之一的高危产妇产程前进行抗生

素预防#以降低新生儿BAC感染率!%"

' 本研究对两组

BAC感染情况及妊娠结局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采用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及认知行为干预的产妇

BAC感染率较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也较低' 结合

BAC感染特点及预防措施#分析此干预模式下BAC感

染率及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较低的原因#BAC为条件

致病菌#在肠道及生殖道内均有定植#但在机体免疫

力较低时可发生大量繁殖#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及

认知行为干预下孕妇对妊娠期各项危险因素的认知更

为明确#且其对自身行为管理更为严格#更注重孕期保

健#能较好地进行自我管理及危险因素的管理#对于

可能引起BAC感染的因素进行严格控制#可降低BAC

感染及定植!#$/#&"

' 既往吴卓等!*"研究证实>?@保健服

务模式干预可降低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妊娠

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及贫血等发生率)孕前>?@

保健服务模式及认知行为干预下孕妇更注重对高危因

素的筛查#出现BAC感染后积极进行治疗及控制#能降

低新生儿BAC感染率#减少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

综上所述#孕前>?@保健服务模式联合认知行为

干预可提高围生期女性妊娠知信行#提高自我管理效

能#降低BAC感染及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有一定

临床应用价值' 本研究局限性在于样本量较少#且有

其他因素可影响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本研究未对

这些因素进行考量#未来仍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

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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