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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参与式护理在行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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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于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患者中施以常规护理措施、家庭参与式护理措施，明确家庭参与式护理

效果，旨在推动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护理研究发展。方法 研究纳入 2023 年 11 月-2024 年 11 月中辅助生殖技术助

孕 95 例患者，以随机数字表法安排为两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 49、46 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行

家庭参与式护理干预，对不同干预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观察组心理健康数据值更低，P 值结果<0.05，统计

学差异大。观察组依从性数据值更高，P 值结果<0.05，统计学差异大。结论 于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患者中施以家

庭参与式护理措施，有利于改善患者心理健康，使其依从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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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 and family participatory 
nursing measures to patients with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ssisted pregnancy, cla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family 
participatory nursing, and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ssisted pregnancy 
nursing. Methods A total of 95 patients with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ssisted pregnancy from November 2023 to 
November 2024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9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46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family participatory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intervention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lower mental health data values, 
with a P-value of<0.05, 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The compliance data valu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with a P-value of<0.05, 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family 
participatory nursing measures i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ssisted pregnancy patients is beneficial for im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increasing their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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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是指通过人工方式帮助无法自

然受孕的夫妇实现生育愿望。这种技术包括试管婴儿、

人工授精、卵子捐赠、胚胎冷冻等多种方法。由于辅助

生殖技术助孕涉及复杂的医疗程序、高昂的费用以及

较高的失败率，因此进行护理显得尤为重要[1]。常规护

理模式下虽然能够对助孕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忽视了

患者心理健康及家属陪伴的重要性，护理效果达不到

理想，存在助孕失败风险，不能满足患者及家属护理需

求[2]。文中分析了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患者中施以家庭参

与式护理措施的价值，旨在推动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护

理研究发展，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纳入 2023 年 11 月-2024 年 11 月中辅助生殖

技术助孕 95 例患者，对各个患者进行随机编号后采取

随机抽取法安排为两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 49、46

https://ijnr.oajrc.org/


肖艳翠                                                    家庭参与式护理在行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 77 - 

例。对照组年龄择取范围为 25 岁至 36 岁，均值

（30.26±1.18）岁，不孕时间择取范围为 1 年至 5 年，

均值（2.32±0.43）年。观察组年龄择取范围为 26 岁至

35 岁，均值（30.28±1.21）岁，不孕时间择取范围为 1
年至 4 年，均值（2.35±0.36）年。将两组各项基础资料

数据录入统计学系统分析处理后差异小，可进行比较

（P>0.05）。择取要求：均接受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治疗，

且为首次治疗；资料齐全。剔除要求：中途退出。 
1.2 方法 
1.2.1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 
告知相关注意事项，提醒遵医嘱合理用药，定期复

诊。 
1.2.2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行家庭参与式护理干

预 
①家庭支持：家庭成员应了解辅助生殖技术的相

关知识，向患者提供准确、科学的信息，以消除其疑虑

和误解。分享成功助孕的案例和经验，鼓励患者保持信

心和希望。家属日常关注患者的身体状况和情绪变化，

提供必要的日常照顾和支持。家属根据医生的建议，帮

助患者调整饮食、作息等生活习惯，以提高治疗成功率。

鼓励并由家属陪伴患者参与社交活动，如散步、健身等，

以缓解压力、放松心情。②家庭监督：向患者详细解释

用药方案、药物作用、副作用及注意事项，确保患者充

分理解并遵循医嘱。鼓励家庭成员监督患者的用药情

况，确保患者按时按量服药。指导患者与家属记录用药

时间和剂量，以便复查时核对。③家庭合作：根据患者

情况，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运动、作息等健康计划，帮

助患者改善生活习惯。鼓励家庭成员参与患者的健康

计划实施过程，共同监督、鼓励和支持患者。定期对患

者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健康计划。

④家庭情感支持：家庭成员应耐心倾听患者的感受、担

忧和期望，给予充分的关注和理解。避免对患者的情绪

反应进行评判或轻视，让患者感受到被接纳和尊重。家

庭成员应共同面对助孕过程中的挑战和困难，分享彼

此的感受和经历，增强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和支持。通

过言语、肢体动作或礼物等方式，向患者表达爱意和关

心，让患者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家庭成员可以分

担患者的家务和育儿责任，减轻患者的身心负担。陪伴

患者就医、取药、进行实验室检测等，提供必要的协助

和支持。向患者传递积极、乐观的情绪和信息，鼓励患

者保持信心和希望。 
1.3 判断标准 
（1）心理健康影响分析：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量表共 90 个项目，每个项目 1～5 分，划分为躯体化

（60 分）、强迫症状（50 分）、人际关系敏感（45 分）、

抑郁（65 分）、焦虑（50 分）、敌对（30 分）、恐怖

（35 分）、偏执（30 分）、精神病性（50 分）、其他

（35 分）等 10 个维度，分值越高则表示心理状态越

差。 
（2）依从性影响分析：科室依从性调查量表，量

表评估内容包括规范用药（0-10 分）、生活方式调整

（0-10 分）、情绪管理（0-10 分），依从性越高则分

值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处

理。计量资料方面数据以（x±s）呈现，检验以 t 实施；

计数资料方面数据以（n,%）呈现，检验以（χ2）实施。

当所计算出的 P＜0.05 时则提示进行对比的对象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心理健康影响分析 
由表 1 组间比较情况来看，观察组心理健康数据

值更低，P 值结果<0.05，统计学差异大。 
2.2 依从性影响分析 
由表 2 组间比较情况来看，观察组依从性数据值

更高，P 值结果<0.05，统计学差异大。 
3 讨论 
从实际情况来看，辅助生殖技术助孕需要进行一

系列的医疗操作，如注射药物、监测卵泡等，这些操作

可能会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不适和疼痛。同时，辅助生

殖技术助孕的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且治疗周期较长，

可能导致患者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因此，在护

理过程中需要关注患者心理健康变化，为护理效果评

估提供参考[3]。 
表 1  两组心理健康影响分析（x±s）分 

组别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饮食与睡眠 

观察组（n=46） 15.02±0.19 12.31±1.11 14.10±1.16 15.45±1.07 15.07±1.12 12.16±0.21 11.47±0.25 12.03±0.14 11.23±1.13 12.10±0.15 

对照组（n=49） 19.53±1.64 16.03±1.52 18.96±1.41 20.71±1.46 17.31±1.52 15.28±0.55 16.25±0.59 15.67±0.44 15.63±1.47 17.82±0.53 

t 18.529 13.548 18.279 19.921 8.133 36.075 50.819 53.603 16.279 70.572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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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依从性影响分析（x±s）分 

组别 规范用药 生活方式调整 情绪管理 

观察组（n=46） 8.12±1.11 8.16±1.04 8.14±1.19 

对照组（n=49） 7.02±0.41 7.10±0.36 7.09±0.27 

t 6.483 6.720 6.015 

P 0.001 0.001 0.001 

 
家庭参与式护理作为新型护理手段是一种强调家

庭成员在患者护理过程中积极参与的模型，它不仅能

够提供实际的照顾和支持，还能在情感和心理层面给

予患者巨大的安慰与鼓励[4]。将其应用到辅助生殖技术

助孕患者中，通过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照顾，不仅能够

有效改善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还

能显著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5]。结合文中研究结果，

观察组心理健康数据值更低，P 值结果<0.05，统计学

差异大。观察组依从性数据值更高，P 值结果<0.05，
统计学差异大。分析原因可能为，家庭成员的支持与理

解是患者情感的重要支柱，可以提供持续的情感支持，

帮助患者缓解因治疗过程带来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

绪[6]。家庭成员与患者共同参与治疗决策过程，共同学

习和了解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给予

患者必要的照顾，减轻其身体和心理负担，增强应对能

力[7]。家庭成员的积极参与可以强化患者的社会角色，

减少孤独感和隔离感，提升患者的自我价值感[8]。家庭

成员可以监督患者的治疗行为，如按时服药、定期复诊、

调整生活方式等，同时给予鼓励，提高患者规范用药、

情绪管理、生活方式调整等各方面依从性[9]。 
综上所述，于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患者中施以家庭

参与式护理措施，有利于改善患者心理健康，使其依从

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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