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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 组患者治疗后骨密度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Wards 三角区、股骨大转子、股骨颈的骨密度均高于对照组患者对应

部位的骨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2 组患者疗效比较 

观察组 52 例，显效 41 例，有效 9例，无效 2例，治疗总有效率 95%（49/52）；对照组

52 例，显效 30 例，有效 12 例，无效 9例，治疗总有效率 84%（41/52）。观察组治疗总有效

率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219，P<0.05）。 

3 讨论 

本文通过对近十年骨质疏松症护理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到骨质疏松症的护理工作

正朝着综合护理、延续护理，其次的护理热点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预防及骨折后的护理、老

年骨质疏松症的护理。研究表明，造成病症发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 2 个：①女性雌激素分泌

降低，致使甲状旁腺激素增加，骨密度降低；②临床上多采用促进钙质吸收疗法、止痛治疗。

但常规治疗方法对雌激素、睾酮等缺乏重视，导致骨质重建效果不佳，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解

决骨量丢失。而作用于女性下丘脑-垂体神经系统，刺激雌激素分泌，能抑制破骨细胞活性，

降低骨转换，改善内分泌失调，预防椎体脆性骨折，预防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甲睾酮能调节

男性内分泌系统。鲑鱼降钙素喷鼻剂可刺激降钙素的分泌，对破骨细胞活性有明显抑制作用，

提高血钙水平，防止骨质流失、骨量丢失，从而达到预防骨质疏松的目的。阿仑膦酸钠用于

骨质重建，可充分利用碳酸钙和维生素 D 激活钙代谢，促进骨细胞分化增殖。本研究中，治

疗后，与对照组患者的 VAS 评分分值相比，观察组患者所得分值明显要低，而骨密度方面，

观察组患者 Wards 三角区、股骨大转子、股骨颈的骨密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对应部位的骨

密度。 

综上所述，综合治疗内分泌失调性骨质疏松症患者可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可以有效降

低患者疼痛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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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体操对分娩结局和孕产妇心理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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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定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定州  073000） 

【摘  要】目的：了解孕妇体操对分娩结局、产后恢复及孕产妇心理状况的影响。方法：调查定期产科检查和定期参加孕期体操课程的孕妇 230 名，随机分为体操组(113 人)和对照组(117

人)，随访孕期、分娩及产后的情况。结果：①分娩方式：体操组阴道分娩率 80.5%，对照组 58.5%，有显著性差异；②孕期体重增加情况：体操组 (14.47±3.77)kg，对照组的 (16.21±3.77)kg，

有显著性差异；③新生儿出生体重：体操组 (3285.74±434.20)g，对照组 (3401.43±397.74)g，有显著性差异。体操组巨大儿发生率为 3.88% ，对照组是 7.91% ；④孕妇身体状况自我

评价：体操组满意率高于对照组 ，有显著性差异；⑤产后恢复情况：体操组满意率 56.59%，对照组 41.40%，有显著性差异。结论：孕期体操运动对于降低巨大儿发生率，改善分娩结局和孕

产妇心理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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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和各种锻炼机会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孕产妇参加 了体育锻炼.

但妊娠期锻炼的利弊和分娩预后的影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目前孕妇体操在许多地方

已开展或准备开展，究竟孕妇体操对于孕期健康、分 娩过程、分娩结局、产后恢复及孕产妇

心理状况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是我们探讨的内容，我们针对这些问题作了以下调查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21 年来本院定期产前检查和定期参加围产期健康教育、孕周>24 周、单胎孕妇、

无妊娠并发症及合并症的孕妇作为调查对象，抽取 230 名随机分为体操组和对照组，坚持做

孕妇体操的为体操组，未做孕妇体操的为对照组。其中体操组 113 名，对照组 117 名。 

1.2 研究方法 

体操组与对照组均参加孕妇学校的常规孕期保健课程，体操组再增加孕妇体操培训。

孕妇体操培训由专业的老师针对妊娠生理特点设计及教授，包括有氧练习、力量练习和伸

展练习等，并根据妊娠时间为孕妇制定相应的锻炼计划及强度，还设立咨询微信群，随时

指导孕妇进行体操锻炼。由培训的体操老师在孕期对体操组进行状况随访，了解其在孕期

的体操锻炼情况。分娩后对体操组与对照组再跟踪随访。首先，通过微信或电话对调查对

象进行孕期及产后情况调查。其次，通过医院病史收集调查对象的孕期、分娩及新生儿等

医疗情况。 

1.3 调查工具 

①孕妇一般情况及孕期运动情况调查表；② 孕妇分娩及新生儿情况调查表；③孕妇产后

情况调查表。 

1.4 统计分析  调查问卷、病史资料收集整理后进行录入并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两组基本情况比较 

两组共调查 230 名孕，其中体操组 113 例，对照组 117 例，对两组进行年龄、学历、户

籍、BMI 等方面比较。结果均无显著性差异，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年龄及 BMI。见表 1。 

表 1  两组年龄及 BMI 

 组数 例数 平均数 标准差 P 数 

年龄（岁）
体操组 113 28.52 3.00 

0.05 
対照组 117 28.26 3.21 

BMI 
体操组 113 20.28 2.13 

0.05 
対照组 117 20.07 2.28 

2.2 两组运动状况 

比较为使两组更具可比性，我们还调查了孕妇孕前及目前的运动情况。结果显示，孕前

两组运动情况无显著性差异，都以偶尔运动为主。见表 2；运动的方式都是以散步为主；两组

都认为孕期运动对于孕妇及胎儿是有益的 。 

表 2  孕前及孕早期运动情况 

组别 
无任何运动 偶尔运动 经常参加运动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体操组 16 14.15 85 75.22 12 10.61 

对照组 20 17.09 78 66.66 19 16.23 

2.3 妊娠晚期状况及分娩方式 

在孕 32～34 周，我们随机抽取调查对象 171 例进行妊娠晚期运动情况及身体状况的调

查，以微信和面对面交 谈形式进行随访。其中调查了体操组 82 例，对照组 88 例。两组均已

参加了孕期保健课程，了解了孕期保健、分娩方式及不同分娩方式的利弊。调查两组孕妇希

望的分娩方式。其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P>0.05)，见表 3。 

表 3  妊娠晚期两组孕妇希望的分娩方式 

组别 
阴道分娩 剖宫产 听从医生安排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体操组 56 68.29 7 8.54 19 23.17 

对照组 57 64.77 8 9.09 23 26.14 

2.4 孕期体重及新生儿体重变化 见表 4。 

表 4  孕期体重及新生儿体重 

 组数 例数 平均数 标准差 P 数 

孕期 

增加（kg） 

体操组 89 14.47 3.37 
<0.05 

対照组 86 16.21 3.77 

新生儿（g） 
体操组 72 3285.74 434.20 

<0.05 
対照组 68 3401.43 397.74 

2.5 分娩结局情况 

收集调查对象的分娩方式及产程情况。在分娩方式方面，体操组阴道分娩率 80.5%，高

于对照组的 58.5%；体操组剖宫产率 19.5%，低于对照组的 26% ， 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5)。2.6 孕妇心理 、身体状况 自我评价 见表 5。 

表 5  孕妇孕期心理 、身体状 况 自我评价满意度 

组别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体操组 31 29.80 68 65.38 5 4.80 

对照组 23 23.71 56 57.73 18 18.55 

3 讨论 

3.1 孕妇体操益于控制孕期体重过度增长 

本研究结果显示，孕前两组 BMI 无统计学意义，整个孕期体操组体重增加少于对照组。

说明参加孕 妇体操运动对于控制孕妇体重过度增长，预防生育性肥胖是有帮助的。 

3.2 孕妇体操对新生儿体重的影响 

体操组新生儿平均体重低于对照组。说明孕妇体操对于控制胎儿体重、降低巨大儿的发

生是有利的。 

3.3 孕妇体操对分娩结局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体操组孕妇剖宫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孕妇体操对于降低剖宫产率，

提高自然分娩率是有帮助的。 

3.4 孕妇体操对孕产妇主观满意度的影响 

我们重点调查了两组孕妇对自己的心理、身体状况、分娩过程及产后恢复情况的自我

评价。结果显示，体操组满意率均高于对照组，两组有统计学意义。体操组对自己产后恢

复情况的满意率也高于对照组。这些主观评价的调查结果说明，孕妇体操除了对分娩结局、

体重控制方面有帮助，对促进孕妇的心理健康，提高孕妇孕产期自信、满意度方面亦有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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