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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承德市产妇产后早期抑郁的心理感受及内心需求方法%方法
!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

$0

例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X8S̀

$分值大于或等于
$'

分的产妇在产后
$%!

进行深度访谈%结果
!

在访谈过

程中!大多产妇情绪低落!需要静待其情绪缓和后继续访谈#产后生活行为上会变幼稚!依赖感增强!难以适应

角色转换#

-

例产妇产后由于自身能力的不足及形象的改变而出现自卑感!对任何事情都缺乏自信心#

(

例表示

缺乏情感支持%结论
!

产后早期妇女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产生一系列身心变化!医护人员应密切关注产妇

心理社会因素!并及时为其提供个性化心理治疗方案%

"关键词#

!

产后抑郁#真实感受#定性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

!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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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是女性精神性障碍中最常见的类型之

一#是由于产后体内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导致产妇

出现如烦躁*易怒*紧张*多虑*情感消沉等一系列不

良心理情绪变化'

$

(

#且产后早期$产后
$%!

内&情绪变

化更为明显'

1

(

)产后抑郁对自身及其家庭有潜在*长

期*严重的影响)产妇产后由于长期的苦闷*沮丧#生

活中的幸福感体验大大降低#严重者甚至出现自杀行

为'

'

(

)产后抑郁的女性泌乳时间延迟#泌乳功能下

降#造成新生儿生理性体质量大幅度下降#影响其生

长发育'

0

(

)更有研究表明#母亲的负性情绪体验可对

学龄期社交焦虑的发生起到促进作用'

2

(

)而母儿健

康状况的下降会导致其整个家庭陷入应激状态#给家

庭带来各种不稳定因素'

)

(

)因此#了解产妇产后早期

抑郁的心理感受及内心需求#分析其影响因素#及早

进行个体化干预是有效预防并减少产后抑郁症的首

要问题)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于产后抑郁的研究时间

大多集中在产后
)

周以后#而对抑郁倾向更为严重的

产后早期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大多研究侧重于量性研

究#而有关产妇内心体验的质性研究很少)本研究以

深度访谈的形式#剖析产妇产后早期抑郁的心理体

验#探求引起产后抑郁的相关因素#旨为产科医护人

员及时发现产妇心理问题并采取预防性措施提供

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立意取样法'

-

(抽取
1%$)

年
2

月至
/

月河北省承德市某三甲医院产妇
$0

例作为研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12

期

"

基金项目!河北省科技厅指令课题$

$01---$%)S

&%承德医学院人文社科重点课题$

1%$-'2

&)

!

作者简介!田建丽$

$()/W

&#副教授#硕士#

主要从事女性心理健康及护理教育研究)



究对象)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标准!

$

$

&产后
-!

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X8S̀

&得分大于或

等于
$'

分'

/.(

(

%$

1

&年龄
1%

!

0%

岁%$

'

&在承德市居住

2

年及以上%$

0

&产妇为初产妇且为足月分娩%$

2

&具有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能够清楚表达自我感受%$

)

&自愿

参与本研究#签订知情同意书#研究对象有权随时终

止或者退出研究)样本量以信息饱和#即不再有新的

主题出现为准)

@&A

!

方法

@&A&@

!

资料收集
!

采取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方

法#根据研究目的拟定初步访谈提纲#经课题组讨论

确立最终访谈提纲)主要内容包括$

$

&卷首语#向受

访者介绍访谈目的和意义#告知其访谈内容将进行同

步录音#并承诺访谈资料将严格保密#取得同意之后

签订知情同意书)$

1

&访谈问题#主要以产后抑郁的

心理体验及引起抑郁的相关因素为主题展开)包括!

*

您能描述一下过去
$%!

的心情吗0

+

您目前最担

忧的事情是什么0

,

您存在哪些困难0 访谈过程中

避免诱导性*暗示性语言#同时要密切观察并记录访

谈对象非语言表达#揣摩其当下心境及情绪变化)每

名对象于产后
$%!

进行访谈#访谈地点根据产妇意愿

选择在不易被外界打扰的家属谈话室或产妇家中进

行#访谈时间
'%

!

)%3#,

)

@&A&A

!

资料分析
!

每次访谈结束后#于
10M

内将录

音资料逐字进行转录#形成文字稿)应用
@O#O"$%

软

件进行资料录入#再由两名研究人员严格按照
9E:#aa#

现象学资料
-

步分析法'

$%

(同时对资料进行分析#直至

确定主题)

@&A&B

!

质量控制
!

本研究主要通过以下方法保证研

究的可靠性)$

$

&所有访谈资料在
10M

内由研究者本

人进行逐字转录#并依据备忘录内容增加访谈对象非

语言行为#保证访谈内容的整体性*真实性%$

1

&所有

访谈资料*分析过程均予以保存)

A

!

结
!!

果

A&@

!

基本情况
!

产妇平均年龄$

12&0h2&-

&岁#

11

!

1-

岁
2

例#

1/

!

'1

岁
-

例#

''

!

'/

岁
1

例%孕周
')

!

01

周#平均$

'-&2h0&$

&周%学历!初中
1

例#高中
0

例#大专
0

例#本科
'

例#研究生
$

例%职业!农民
'

例#

职员
2

例#教师
$

例#会计
$

例#护士
$

例#无业者
'

例%自然分娩
/

例#剖宫产
)

例)

A&A

!

访谈情况

A&A&@

!

体验复杂心理情绪

A&A&@&@

!

悲伤*抑郁
!

抑郁情绪是产后抑郁的最突

出表现#其主要表现为无原因的哭泣)个案
1

!,不知

道为什么#就是想哭-)个案
2

!,我看到什么事情都高

兴不起来#人们都说当了妈妈多幸福#可我丝毫也感

觉不到-)个案
/

!,我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每天

的心情都低落到极点$叹气&-)在访谈过程中#大多

数产妇情绪低落#时而低头不语#时而叹气连连#需要

静待其情绪缓和后继续访谈)

A&A&@&A

!

焦虑*情绪不稳
!

产妇从怀孕到生产#经历

了强烈的情感体验)尤其产后早期#刚刚经历完生产

的恐惧*身体的损伤#对产妇是一次强烈的生理心理

应激过程#她们的情感变得更加脆弱#更易陷入焦虑

之中#且情绪更易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变得情绪不

稳'

$$

(

)个案
'

!,我总是为一些小事担心#甚至有些事

还没发生#我就已经担心的睡不着觉了-)个案
(

!,每

天都有好多事情等着我#我真的觉得应付不过来#感觉

好累$垂下头&-)个案
$1

!,这些天特别容易发脾气#看

哪里都不顺眼#我知道这样不好#可又控制不住-)

A&A&A

!

难以适应角色转变

A&A&A&@

!

依赖感增强
!

孕育*分娩对产妇来说是一

个复杂生活事件#心理学专家指出所有妇女在孕期及

产后生活行为上会变幼稚#依赖感增强#难以适应角

色转换#即心理学上的,心理退化-现象'

$1

(

)个案
2

!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根本照顾不来孩子的吃

喝拉撒睡-)个案
)

!,感觉自己现在特别粘人#老公一

会儿不在我心里就特别失落-)个案
$%

!,孩子一哭一

闹我根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换个尿布也手忙脚乱

的#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来-)

A&A&A&A

!

生活状态改变
!

孩子的降临使得产妇不得

不承担起照顾角色#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其原有

的生活状态#影响了其工作计划和家庭生活#限制了

其社交活动)个案
/

!,自从生了孩子#我觉得我的生

活可以用兵荒马乱来形容了$苦笑&-)个案
$%

!,这个

孩子是意料之外的#我还计划今年出去进修呢#看来

近几年不用想了-)个案
$1

!,想想以后的日子就觉得

难熬#有了孩子别说出去玩了#估计出去和朋友吃饭

都是难事-)

A&A&B

!

强烈的生活挫败感

A&A&B&@

!

自尊心*自信心下降
!

在本项研究中#有
-

例产妇提到产后由于自身能力的不足及形象的改变

而出现自卑感#对任何事情都缺乏自信心)个案
'

!

,我属于女强人类型#以前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好#可

是现在孩子一哭一闹我真的手足无措-)个案
2

!,看

看我现在的身材#完全走形了#我觉得老公肯定已经

嫌弃我了$低下头沉默了
'+

&-)个案
(

!,自从生了宝

宝#肚子*大腿上都是妊娠纹#皮肤也松弛了#我一天

天的根本不想出家门-)

A&A&B&A

!

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下降
!

产后女性由于

不能及时回归工作状态而出现焦虑情绪#同时伴随孩

子的降生#自身所受关注度大大下降#导致其自我存

在感降低)个案
$

!,之前公司人力资源都是我管的#

现在半年多都不能回去工作#回去这一块肯定早就移

0-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12

期



交他手了-)个案
0

!,以前家人都围着我转#现在全家

人都围着孩子转#什么事情都以孩子为中心$落寞的

神情&-)个案
-

!,想想怀孕期间老公天天对我嘘寒问

暖#现在一回来直接奔孩子#完全忽略我-)

A&A&C

!

缺乏相关支持

A&A&C&@

!

缺乏情感支持
!

从妊娠到分娩的过程是女

性一生中的重要时期#这期间的女性不仅面临身体形

象的改变*体验内心复杂的情绪变化#同时还要承担

起照顾者的责任#及时进行角色的转换#承受了较大

的心理压力#此时家人尤其是丈夫给予的情感支持显

得尤为重要)在访谈中#有
(

例产妇表示缺乏情感支

持)个案
1

!,现在白天家里只有我和月嫂#晚上老公

回来也说不上几句话#感觉要疯了-)个案
/

!,我婆婆

想要个男孩#我生的是女孩#我看婆婆好像不太高兴#

希望她能理解我-)个案
$0

!,真希望他$丈夫&能多陪

陪我#陪我聊聊天#陪我散散步#可是他太忙了-)

A&A&C&A

!

缺乏信息支持
!

信息支持是指通过提供指

导*建议和相关信息咨询#缓解个体应激压力#降低负

性情绪'

$'

(

)在访谈中发现#产后新生儿的保健护理*

母乳喂养的技巧*产褥期保健的知识*身体形象的恢

复#这些问题无一不在影响着产妇的情绪变化#可见

信息可及性对其心理支持的重要性)个案
$$

!,想要

孩子健康成长#真的需要了解很多知识#希望可以参

加相关讲座#多学习一些-)个案
$'

!,那天喂奶把他

$孩子&呛到了#当时吓死我了#我自己也不懂#这要是

万一因为我的无知害了孩子#我得后悔死$眼圈发

红&-)个案
2

!,听说坚持做产后操能塑身对身体也没

伤害#不过也不知道怎么做#真希望有人指导我啊-)

B

!

讨
!!

论

B&@

!

改善负性情绪
!

复杂心理情绪是产妇产后抑郁

的外在表现特征)在本研究中#产妇在产后早期表现

出了如哭泣*悲伤*抑郁*焦虑*情绪不稳等多项复杂

心理情绪#这与国外有关产后抑郁心理体验研究结果

一致'

$0

(

)针对此#首先医护人员要对产妇加强心理支

持#可通过话语引导*书籍*影视资料等给予患者正能

量支持#增加其对生活的信心与希望)其次#可应用

相关无创性治疗改善产妇负性情绪#如穴位按摩'

$2

(

*

音乐疗法'

$)

(

*香薰调息疗法'

$-

(等)最后#医护人员应

做好与家属的沟通工作#鼓励其营造良好家庭氛围#

及时疏导产妇不良情绪#建立良好家庭支持系统)

B&A

!

尽早适应角色转换
!

从怀孕到生产#产妇经历

了角色的快速转换#心理情绪始终处于严重不稳定状

态#极易造成产后母亲角色缺如和适应不良'

$/

(

)在访

谈过程中#多位产妇表示不能马上进入母亲角色#对

于新生命的降临不能完全适应)因此#在孕期应尽早

使产妇体验到即将为人母的喜悦感#逐渐适应角色转

换#减少产后角色冲突现象的发生)产检的实施#不

仅仅是确保胎儿健康的操作#更是母亲了解胎儿生长

的过程#医务人员应对胎儿发育过程进行详细讲解#

使产妇感受到胎儿各阶段的成长#有利于其更好的认

识自身角色#适应产后角色转换)同时#医务人员在

孕期可帮助产妇预期并正确认识产后生活#做好承担

母亲责任的准备)避免产后形成过度的依赖需求#进

而更快更好地适应产后角色转换)

B&B

!

提高产妇产后安全感#重拾生活自信心
!

在访

谈中#产妇自身照顾能力不足*形象的改变及产后职

场发展等问题无一不在降低着其安全感和自信心)

根据马斯洛层次需要理论#个体只有首先得到尊重#

需求得到满足#才能对自己充满信心#体验到生命价

值'

$(

(

)因此应重视产妇需求#满足其不同时期的个体

需要#使其感受到家庭及社会给予的尊重与支持)对

此可在产前通过宣传册*纪录片*

gg

*微信推送等形

式帮助其掌握基本育婴知识#通过场景模拟指导其进

行新生儿沐浴*按摩*更换尿布等活动#提高新生儿护

理能力#增强自信心*自我价值感%同时#指导产妇进

行适宜的产前运动#帮助其进行合理的饮食营养搭

配#鼓励其尽早进行产后锻炼#防止乳房下垂及产后

肥胖#重拾自尊感与自信感)工作单位所在工会*妇

联等部门应探望产褥期工作人员#确保其享有足够的

产假及哺乳时间#不可借机辞退和减低待遇#保证产

妇足够的安全感及社会地位#防止由于工作原因造成

的负性情绪及抑郁倾向)

B&C

!

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
!

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情

感支持的匮乏是引起产后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刘

慎梅等'

1%

(研究发现#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

用度分值上产后抑郁妇女远低于正常组$

!

$

%&%2

&)

可见产后抑郁妇女的社会支持明显不足#应在产后早

期及时给予产妇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在信息支持

方面孕早期应常规向孕产妇介绍产前检查的意义*次

数及时间安排#早孕反应的原因及常用处理方法)孕

中期帮助孕产妇了解妊娠*分娩的过程及可能出现的

身心变化#鼓励其做好思想准备)孕晚期应安排产妇

参观产房及产科病室#减少其陌生感#同时进行无痛

分娩技巧的培训#如拉美兹分娩减痛法'

1$

(

#减轻其恐

惧感)在情感支持方面家庭关系尤其夫妻关系是引

起产后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相关研究表明#在孕产

阶段#妇女最想得到的支持*理解和关心来源于丈

夫'

11

(

)因此#丈夫在此期间应给予产妇更多关心*照

顾#及时进行情感交流%同时#医务人员应引导家庭成

员给予产妇正确积极的评价#消除其心理负担#在情

感上给予充分支持#提高产妇幸福指数)

本研究通过对早期抑郁产妇进行深入访谈发现#

产后抑郁影响因素涉及生理*心理*社会等诸多方面)

产科医务人员应针对不同个体在不同时期给予个体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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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心理指导%同时#将社会支持贯穿于整个孕产阶段#

帮助其逐渐适应角色转换#提高自尊心*自信心#正确

认识产后生活#防治产后抑郁)国家层面对妇幼保健

领域可给予更多的政策及经济支持#逐步实现孕产保

健服务的全面覆盖)同时加强产后抑郁的研究并提

出相关干预措施#为今后各地区干预研究的实施奠定

理论基础#为预防并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生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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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b̂ J4JV

#

[JFJ[[

#

DG:E&=MD:++".

?#:G#","N?#

R

:BDGGD+3";#,

R

C#GMD,M:,?D!

L

E:GDEDG#,M#5#.

G#",5

Q

?E"

L

#!"

R

BDE

'

V

(

&VJ39"EE9:B!#"E

#

1%%/

#

21

$

-

&!

2'$.2''&

'

1$

(

9J44X4J̀ X=

#

b<9bb<[UX4 F

#

64X[̂@7X4J

['B!

#

DG:E&S#:5DGD+3DEE#GP+

#

9_819$(

R

D,"G

QL

D

#

:,!

BD+

L

",+DG"D+?:E:G#,

R

!"+D+"N?E"

L

#!"

R

BDE&̂,+#

R

MG+NB"3

GMDX[XZJ=X.=̂ \̂ 2) =B#:E

'

V

(

&=MB"35 b:D3"+G

#

1%$)

#

$$)

$

$

&!

)(.--&

$收稿日期!

1%$/.%'.1%

!

修回日期!

1%$/.%2.%/

&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1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