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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娩恐惧是女性妊娠期间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同时是影响剖宫产率增加、产程延长、产后抑郁等不良

结局的重要因素，对新生儿以及家庭关系产生诸多负面影响。鉴于此，笔者现通过回顾国内外近十年有

关文献，对孕产妇分娩恐惧现状进行概括，分析孕产妇分娩恐惧的相关影响因素，并对孕妇产前分娩恐

惧的干预措施进行详细阐述，以期为临床开展孕期心理护理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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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ar of childbirth is a common psychological problem among women during pregnancy,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adverse outcomes such as increased cesarean section rate, pro-
longed labor process,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It has many negative impacts on newborns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view of this,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ear of child-
birth among pregnant and postpartum women by reviewing relevant literature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n the past decade, analyzes the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ear of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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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 among pregnant and postpartum women, and elaborates in detail on the intervention meas-
ures for fear of childbirth before childbirth,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psychological 
care during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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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分娩恐惧的概念 

分娩恐惧(fear of childbirth, FOC)最初来源于 Dick-Read [1]提出的分娩“恐惧–紧张–疼痛”理论；

近年来，分娩恐惧[2]常被定义为孕妇在分娩和体验分娩过程中，面对未知的分娩应激及分娩时的不良事

件产生的恐惧。主要包含四个方面：1) 自身状况：担心自身条件及能力等难以顺利生产；2) 分娩过程：

对分娩过程的担忧；3) 母婴健康：对产后并发症等担忧；4) 支持不足：对医护人员和医疗环境的恐惧。 

1.2. 分娩恐惧的表现及危害 

对孕妇而言，当出现分娩恐惧时，儿茶酚胺等激素释放增加[3]，直接对产程、妊娠结局及产后造成

影响。多项研究显示[4] [5] [6]，患有分娩恐惧的孕妇大多会产生睡眠障碍、噩梦以及注意力不集中的表

现；妊娠期或产程中有出现先兆子痫、早产等风险并更易造成产程延长、紧急剖宫产等不良结局。对胎

儿而言，剖宫产可引起呼吸窘迫、锁骨或颅骨骨折、神经损伤以及脑血肿意外的发生[7]。不良的分娩体

验将持续影响女性健康，更有甚者会影响亲子关系及家庭和谐，造成再孕的拖延和逃避；长时间的恐惧

可推迟泌乳时间，损害母婴双方的身心健康[8]。 

1.3. 分娩恐惧的发病率 

Lukasse 等[9]通过欧洲六个国家的横断面调查显示：初产妇发生分娩恐惧占比 4.5%~15.6%，经产妇

为 7.6%~15.2%。此外，在 O’Connell 等对全球 18 个国家的孕妇分娩恐惧的系统回顾中发现，约 14%的

妇女正经受着严重的分娩恐惧[10]。而在我国，对分娩恐惧的研究开展较晚且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郑丹丹

等[11]调查显示 73.1%的妊晚期初产妇对分娩存在不同程度的恐惧。同时胡颖等[12]通过使用分娩态度问

卷调查了 278 名孕晚期孕妇分娩恐惧情况，发现分娩恐惧的发生率为 75.18%。 
综上，分娩恐惧的发生率在各国存在普遍性，尤以初产妇最为常见。但因文化、地域、医疗条件、

样本量大小以及评判标准等不同，各个国家分娩恐惧的发生率也存在差异。 

2. 影响分娩恐惧的相关因素 

2.1. 人口社会学因素 

2.1.1. 年龄 
无论妊娠年龄的大小都是分娩恐惧的影响因素。一项针对波兰 COVID-19 流行期间孕妇恐惧的前瞻

性研究显示[13]：年龄与分娩恐惧的严重程度有相关关系，并表明年龄较大的女性比年轻女性表现出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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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而在刘珊珊等[14]的研究中，年龄并不能成为独立的分娩恐惧发生因素。两者的结论存在分歧，

可能与地域文化、研究对象、测量工具等的差异有关。 

2.1.2. 文化程度 
孕妇的分娩恐惧与其文化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有研究显示：孕妇的分娩恐惧与其文化程度存在明显

的相关关系，可能是孕妇的文化水平越高，她们寻求孕期相关信息的需求越强烈，对知识掌握的能力越好。 

2.1.3. 家庭收入水平 
国内学者危娟[15]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孕妇具有较高的分娩恐惧，并表明收入水平偏低是恐惧发生

的风险因素。可能由于经济状况较好的孕妇家庭更有能力获取更多医疗服务。 

2.2. 负性情绪 

张明等[16]研究发现，状态-特质焦虑对分娩恐惧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且两种焦虑程度越高的孕妇，

对分娩恐惧的影响越大。这可能与女性在孕期发生的身心变化，亦或是无法适应母亲角色，而产生负面

情绪有关。 

2.3. 人格特质 

有研究发现：敏感脆弱、易怒焦躁、自尊低下的孕妇更易出现分娩恐惧[17]；拥有负面生活经历、创

伤后压力综合征等会使孕妇的应对能力下降，更易因分娩时的过度恐惧和焦虑而无法行动或失去控制[18]，
从而提升分娩恐惧发生的风险。 

2.4. 产科因素 

2.4.1. 分娩经历 
经历不良分娩体验的孕妇往往会对分娩产生更多的恐惧。西班牙学者 Rúger [19]在调查中指出，既往

有消极分娩和受虐史是分娩恐惧的重要影响因素。Dencker 等[3]通过系统性研究发现，分娩体验较好的

经产妇，分娩恐惧的发生率较低。 

2.4.2. 胎次 
国内学者吴贞红等[20]认为，产次也是影响分娩恐惧发生的因素。亦有调查显示，初产妇会对分娩疼

痛、行为失控等感到害怕，而经产妇害怕分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良分娩经历的影响。 

2.4.3. 自我效能 
分娩的自我效能感是产妇在分娩过程中，能够完成疼痛处理策略，从而减少疼痛的信心或信念[21]。

高国芳等[22]研究发现，分娩信心缺乏的孕妇更多表现出严重的分娩恐惧，而分娩自我效能感越高，则对

分娩的看法越积极。 

2.5. 社会因素 

在肖苏琴等[23]调查中发现，患分娩恐惧的孕妇大都缺少社会支持，并且都希望在孕期得到家人和医

护人员的帮助。原因与社会支持可增强孕妇的幸福感，加快母亲角色的转换，提高分娩信心，从而消除

恐惧有关。 

3. 分娩恐惧干预措施 

3.1. 健康教育 

根据李腾[24]及国外学者[25]的 Meta 分析显示：通过产前健康教育能够弥补孕妇的信息缺失，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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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态度，使其产生积极看法，从而增强孕妇的自我效能。在储成美等[26]对 420 例孕产妇进行健康教育

中发现，孕妇对孕期保健知识需求强烈且产前教育能够帮助孕产妇有效减轻分娩恐惧。 

3.2. 认知行为疗法(CBT) 

该疗法是一种由认知理论和行为治疗相结合的系统心理治疗方法。Uçar [27]等为研究此疗法是否可

以减轻孕妇的恐惧水平，针对土耳其 111 名孕妇开展调查发现 CBT 降低了孕妇的恐惧，并对分娩变量有

积极影响。分娩疼痛程度较低、第二产程较短且接受孕期教育的孕妇为 CBT 的受益者。 

3.3. 自我催眠疗法 

自我催眠疗法属于心理治疗范畴，通过正面的自我暗示，将自己带入催眠状态，利用潜意识活动，

实现对身心和行为的控制。基于催眠干预的系统综述中显示[28]：此疗法可有效缓解恐惧和痛苦，加强产

时的控制感，改善孕妇的情感体验、满意度及幸福感，从而切实提升分娩体验。 

3.4. 集中群组孕期保健(Centering Pregnancy, CP)模式 

此模式以孕妇为中心，通过小组形式促使其参与孕期保健，健康教育及孕期检查等，增强其自信心

与自控感[29]。庞丽娟等[29]通过此法对 320 名具有分娩恐惧的孕妇实施干预，干预后观察组分娩恐惧得

分、焦虑评分更低，心理弹性评分更高，P < 0.05 表明该模式能有效降低孕妇的分娩恐惧，焦虑心理，以

及其增强心理弹性。 

3.5. 模拟产房教学 

模拟产房教学可在模拟或现实的产房环境中，采用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方法，让孕妇切身感受并

评价应对效果，提高分娩自我效能，减少分娩的恐惧情绪[30]。周文娟[31]将 276 名初产妇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助产士一对一门诊模拟分娩法，缩短了孕妇产程及产后 2 h 出血量，有效降低了剖宫产率，并提高

了新生儿 Apgar 评分及产妇满意度。 

3.6. 其他方法 

分娩恐惧的其他干预方法还包括：音乐疗法、正念分娩教育、静默疗法、3D 技术结合分娩预演、基

于微信平台的健康教育；另外，产前瑜伽课程以及分娩时助产士的支持都是缓解孕产妇恐惧心理的重要

措施。 

4. 小结 

分娩恐惧作为妊娠期常见的心理问题，由于其发生率高，影响因素多，后果严重，因此针对高危因

素进行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我国分娩恐惧的相关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因此，医务工作者应

致力于预防及减少孕产妇分娩恐惧的发生，借鉴国外干预经验并结合国情，制定出系统、有效、完整的

干预方案，以降低分娩恐惧的发生，改善分娩过程及结局，降低剖宫产率，从而促进母婴身心健康，提

升家庭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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