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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on the perceived stress and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in pregnant women. Methods: 68 pregnant wome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ith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
rimental group receiving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intervention on this basis. The psychological 
reaction of the pregnant women was measured at 38 weeks pregnancy, 10 days postpartum, 42 
days postpartum and 3 months postpartum. Results: The effective sample of the final intervention 
group was 28, and the control group had 31 cases. After the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the scores 
of CPSS (33.42 ± 6.69, 32.08 ± 8.06, 31.05 ± 8.24) and EPDS (8.49 ± 4.34, 6.94 ± 2.33, 6.07 ± 1.92)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all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1) at 10 days postpartum, 42 
days postpartum and 3 months postpartum.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erceived stress and improve the 
depressive status of the pregnan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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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动机访谈对孕产妇知觉压力及抑郁水平的影响。方法：将68例孕产妇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34例，两组均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进行动机访谈干预。分别于产前38周、产后10天、产

后42天及产后3个月测评孕产妇的心理反应。结果：最终干预组有效样本28例，对照组有效样本31例。

孕产妇接受动机访谈后，产后10天、产后42天及产后3个月CPSS得分(33.42 ± 6.69、32.08 ± 8.06、31.05 
± 8.24)、EPDS得分(8.49 ± 4.34、6.94 ± 2.33、6.07 ± 1.92)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动机访谈能有效降低孕产妇的知觉压力水平，改善其抑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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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妊娠、分娩及产后恢复为育龄妇女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其会出现一系列的心理和生理反应，此阶段

为妇女发生抑郁甚至精神疾病的高危期，故对孕产妇的干预应引起足够重视。动机访谈作为一种指导性

的，以患者为中心的行为改变咨询方式，其侧重患者动机的改变，以达到改变其行为的目的[1] [2]。近年

来，动机性访谈(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MI)已被国内外广泛应用在慢性病领域，并取得积极的疗效[3] 
[4]。本研究拟采取动机访谈对孕产妇进行干预，为降低其知觉压力及改善抑郁情绪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1 月，选取某三甲医院妇产科自愿参与研究的孕产妇

作为访谈干预对象。纳入标准：① 妊娠 38 周孕产妇；② 自愿参加访谈干预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能履

行访谈协议和研究义务者；③ 可接受访谈至产后 6 个月左右；④ 语言表达能力较好并自愿参加本研究。

排除标准为：① 既往有精神病史及其他严重慢性疾病者；② 正在接受其他访谈或干预者；③ 不具访谈

干预条件者或在研究过程中自愿退出者。所选研究对象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且经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最终入组孕产妇 68 例，对其进行数字编号，单号者为访谈干预组，双号者为对照组。两组孕产妇的

平均年龄为(27.22 ± 3.49)岁；居住在农村的 12 人，占 17.7%，居住在郊区的 8 人，占 11.7%，居住在城

市的 48 人，占 70.6%；独生女者 18 人，占 26.5%，非独生女者 50 人，占 73.5%；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

下者 14 人，占 20.6%，高中及中专 18 人，占 26.5%，大专及本科 34 人，占 50%，研究生及以上 2 人，

占 2.9%；从事脑力工作者 25 人，占 36.8%，从事体力工作者 5 人，占 7.4%，脑力及体力工作者 10 人，

占 15.0%，在家无工作者 28 人，占 41.2%;顺产者 42 人，占 61.76%，剖宫产者 26 人，占 38.24%；一胎

者 48 人，占 70.59%，二胎者 20 人，占 29.41%。两组孕产妇在年龄、居住地、是否为独生子女者、文化

程度、工作基线资料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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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法 

3.1. 干预方法 

两组孕产妇均进行常规护理干预，包括产前孕产妇的定期产检、孕期营养知识的指导及孕期保健过

程中的注意事项，分娩过程及分娩时的注意事项，产后相关知识的指导(饮食指导、母乳喂养知识等)，并

提供健康教育手册等。 
MI 组孕产妇在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接受动机访谈干预。由 2 名掌握 MI 技术的产科护士实施，1

名护理硕士研究生负责收集并整理孕产妇的一般资料和相关调查量表的填写等。MI采取面对面和电话(微
信)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每次访谈干预时间约 30 分钟左右，干预时间为 4 个月。MI 过程中，访谈者与

孕产妇均保持平等合作的关系，由双方商议访谈的具体地点和时间。具体干预内容如下： 
1) 第 1 阶段  访谈初期，在 MI 的第 1 周进行，双方采取面对面交谈的方式，产科护士进行自我介

绍及说明访谈的大致时间、意义和目的，逐渐与孕产妇建立信任关系。孕产妇参与整个访谈干预过程中

的访谈程序、具体时间、地点、干预目标等的制定，为访谈的持续性进行提供保障。 
2) 第 2 阶段  在 MI 的第 2~4 周进行面对面的个体化访谈评估，每周 1 次。产科护士将双方制定的

访谈计划及干预内容发放给孕产妇，主要包括：孕期心理卫生、孕期营养、乳房保健、产后康复、母乳

喂养及新生儿护理等内容。进行深入访谈，访谈过程中认真倾听孕产妇的内心感受，并注意其语调及表

情变化等，了解孕产妇目前最为关心的问题，最希望得到的信息支持和鼓励等。现场访谈过程中及时做

好记录，访谈结束完善记录，反复思考总结目前孕产妇的状况。 
3) 第 3 阶段  在 MI 的第 2~3 个月进行面对面或电话(微信)访谈干预，2 周 1 次。产科护士与孕产妇

就产后产妇身体恢复、母乳喂养、新生儿健康护理及情绪变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指导产妇采

取积极应对方式，同时充分发挥产妇完整的社会功能角色，最大限度地调动其社会支持系统，应对产后

各种应激状况。 
4) 第 4 阶段  在 MI 的第 4~6 个月进行，采用面对面和电话(微信)方式进行，每月 1 次。鼓励并强

化产妇在面对应激情况时所采取的积极应对方式及其家人、周围等社会资源的支持作用，并对 MI 干预

效果进行总结评价。同时，嘱产妇到医院妇产科门诊进行产后咨询及积极参与相应的产后讲座等。 

3.2. 评价工具 

由访谈者分别于干预前(产前 38 周)、干预 2~4 周(产后 10 天)、干预 2~3 个月(产后 42 天)及干预 4~6
个月(产后 3 个月)采用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爱丁堡抑郁量表对两组孕产妇进行测评。压力知觉量表[5] [6] 
(Chinese version perceived stress scale, CPSS)：该量表用于评价孕产妇的知觉压力，包括 14 个条目，采用

liket5 级评分方法，总分越高代表孕产妇知觉压力越大。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8，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爱丁堡抑郁量表[7] (Edingburgh depression scale, EPDS)：该量表在国内外研究和应用较为广泛，用

于评价孕产妇的抑郁状况的严重程度，包括 10 个条目，采用 liket4 级评分方法，得分越高说明抑郁状态

越严重。其中 9~13 分作为诊断标准，可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性疾病，13 分及以上诊断为抑郁症。 

3.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x  ± s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采用 t 检验对

两组孕产妇的知觉压力、抑郁状态进行比较，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结果 

两组孕产妇干预前后，产后 10 天、产后 42 天及产后 3 个月知觉压力得分(见表 1)、抑郁状态得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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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scores of CPS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 X  ± s) 
表 1. 两组干预前后知觉压力得分比较( X  ± s) 

组别 例数 
CPSS得分 

产前38周 产后10天 产后42天 产后3个月 

干预组 28 36.24 ± 7.02 33.42 ± 6.69 32.08 ± 8.06  31.05 ± 8.24 

对照组 31 36.32 ± 6.97 35.80 ± 6.64 35.77 ± 6.82 34.95 ± 7.27 

t值  −0.600 −1.244 −1.742 −1.940 

P值  0.563 0.046 0.027 0.019 

 
Table 2. The scores of EPD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 X  ± s) 
表 2. 两组干预前后抑郁状态得分比较( X  ± s) 

组别 例数 
EPDS得分 

产前38周 产后10天 产后42天 产后3个月 

干预组 28 8.49 ± 4.34 7.42 ± 2.26 6.94 ± 2.33 6.07 ± 1.92 

对照组 31 8.51 ± 4.32 8.54 ± 4.56 8.49 ± 4.37 8.02 ± 3.00 

t值  −0.060 −2.491 −2.803 −2.004 

P值  0.954 0.034 0.021 0.001 

 
表 2)二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5. 讨论 

5.1. 动机访谈可有效降低孕产妇的知觉压力 

知觉压力是指个体感知到应激事件对自身所产生威胁感、造成一定压力的认知评估[8]。妊娠、分娩

及产后恢复为孕产妇生活中的重大应激事件，其会出现一系列的心理和生理反应，此阶段为妇女承受精

神压力和出现抑郁倾向的高危期。本研究得出，所选 68 例孕产妇的知觉压力得分较高，表明其承受的压

力较大。干预组接受动机访谈后，CPSS 得分(产后 10 天、42 天及 3 个月)较对照组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戴红霞[9]对 313 例产妇进行系统化护理干预的研究显示，干预组产妇产后 42 天的知觉压力较对

照组明显降低，本研究得出类似结论。分析可能的原因为，动机访谈是以被访谈者为中心，通过帮助其

分析和处理应激事件所带来的困惑与压力，并逐步引导被访谈者行为发生改变的访谈方式和技术[10] 
[11]；孕产妇在接受动机访谈的过程中，可以较为主动地将每阶段所感知的压力、矛盾情绪等反映给访谈

者，并与其共同制定行动方案，助力孕产妇行为发生改变，缓解孕产妇的负性情绪，改善孕产妇的身心

健康状况。 

5.2. 动机访谈可显著改善孕产妇的抑郁状况 

抑郁是人们在忧伤、苦恼时表现出来的某种程度上的痛苦体验，表现为从轻度的缺少愉快感到严重

的绝望自杀。孕产妇在产前、产后均要经历复杂的生理变化和强烈的心理应激过程，需要承受较大的身

心压力，尤其易产生抑郁等负性情绪，最终可影响其身心健康状况[12] [13]。Ryan 等[14]研究显示，对孕

产妇的抑郁状况做到早期发现、及时干预极为重要，未经心理干预的孕期抑郁会发展成为产后抑郁，将

有损母婴的健康。动机访谈作为一种指导性的，以被访谈者为中心的行为改变咨询方式，能够帮助被访

谈者缓解已有的负性情绪。在整个访谈的过程中通过阶段式、逐渐调动被访谈者的积极情绪，增强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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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困扰问题的认识，最终主动参与到问题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中，有利于减少或消除被访谈者已有的

情绪障碍。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孕产妇进行动机访谈后，抑郁状态得分较对照组得分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对预防孕妇产前抑郁发展成为产后抑郁具有一定意义。 

5.3. 小结 

本研究表明动机访谈可有效降低孕产妇的知觉压力水平，改善其抑郁情况。但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

研究仅选取某一医院、样本量相对较小及干预时间较短。故在后续研究中，可扩大研究范围、增加干预

人群(如：孕产妇的家属等)，增加样本量及延长干预时间，以便更为深入地了解动机访谈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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