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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孕妇身体活动的影响因素,为制订孕妇身体活动促进方案提供参考。方法
 

设计访谈提纲,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

方法对15名孕妇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基于社会生态学模型,采取内容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
 

共提炼出3个主题,12个

亚主题,即个体层面影响因素(计划的分娩方式、益处和风险感知、妊娠期身体活动知识、妊娠症状困扰、身体活动自我效能感)、人

际层面影响因素(家庭支持、同伴支持、专业人士支持)、环境层面影响因素(自然环境、建成环境、社会文化、社区或医疗机构提供

的孕妇身体活动促进服务)。结论
 

孕妇身体活动受多层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应从个体、人际、环境各层面共同干预,从而提高孕妇

身体活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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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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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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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g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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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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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活动是指骨骼肌产生的任何消耗能量的身

体动作。适度的身体活动有助于促进孕妇的身心健

康,对预防妊娠期并发症、提高孕妇生活质量具有积

极作用[1]。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孕期无禁忌证的孕妇,
每周至少进行150

 

min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2]。但

是国内外调查表明,孕妇身体活动水平整体较低,国
外约有20%孕妇达到指南推荐的身体活动水平[3];
我国达到国际指南推荐标准的孕妇仅占22.6%[4],
孕妇每天大部分时间处于静坐状态[5],身体活动普遍

不足。因此,深入了解孕妇身体活动相关影响因素,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孕妇身体活动尤为重要。社会生

态学模型可用于指导个体健康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是目前孕妇身体活动影响因素研究最佳理论模型之

一。该模型认为孕妇身体活动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

个体层面、人际层面和环境层面,基于社会生态学模

型的多层次干预措施能更有效地促进孕妇的身体活

动[6]。目前为止国内外针对孕妇身体活动影响因素

的研究多局限于个人因素,对人际和环境因素的探讨

较少。因此,本研究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方法,基于

社会生态学模型,深入探讨孕妇身体活动的影响因

素,为临床制订孕妇身体活动促进方案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2年7~9月

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产科门诊产检的孕妇作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20岁;②单胎妊娠,
孕周5~40周;③能进行正常身体活动;④表达能力

与理解能力无障碍。排除标准:①具有身体活动禁忌

证,如严重心脏或呼吸系统疾病、甲状腺疾病、Ⅰ型糖

尿病、宫颈机能不全、持续阴道出血、先兆流产、前置

胎盘、重度贫血等;②既往有精神疾病史或认知障碍。
研究遵循最大差异化抽样原则,选取学历、年龄、职
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差异较大的孕妇纳入研究,样本

量以资料达到饱和为原则,最终纳入15人访谈,研究

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见表1。本研究经中山大学

护理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批(L2022SYSU-HL-083),在
研究前征得所有访谈对象的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拟定访谈提纲 访谈前根据研究目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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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和妊娠期孕妇生理、心理特点,初步制订访

谈提纲。为保证访谈提纲的有效性,就访谈提纲的内

容征求专家小组的意见(2名产科医生、1名质性研究

经验丰富的护理专家、1名体育学教授、1名康复治疗

师和1名研究方向为孕妇身体活动促进的护理在读

博士),根据专家建议对访谈提纲进行修改,然后对2
名孕妇进行预访谈,以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最后确定

的访谈提纲包括:①您孕期有哪些身体活动? 类型、
持续时间、频率如何? ②怀孕前后身体活动方面有哪

些变化? 为什么会有变化? ③您认为促进您进行孕

期身体活动的因素有哪些? ④您认为阻碍您孕期身

体活动的因素有哪些? ⑤请根据您自己的情况谈谈

您无法坚持孕期身体活动的原因? ⑥您觉得有哪些

因素能增强您的身体活动?
表1 访谈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编号 年龄 学历
婚姻

状况
居住地

家庭人均

月收入(元)
孕次 产次 孕周

P1 31 本科 已婚 城市 5000~10000 2 1 39+5

P2 30 高中 已婚 城市 2000~5000 1 0 37+1

P3 29 本科 已婚 城市 ≥10000 2 1 12+2

P4 24 初中 已婚 城市 ≥10000 2 0 38+4

P5 36 大专 未婚 城市 ≥10000 1 0 39+1

P6 33 本科 已婚 城市 ≥10000 1 0 20+3

P7 41 初中 已婚 城市 2000~5000 3 2 16+2

P8 29 硕士 已婚 城市 ≥10000 1 0 28+3

P9 26 大专 已婚 城市 2000~5000 1 0 29+2

P10 29 大专 已婚 城市 ≥10000 1 0 40+4

P11 36 小学 已婚 农村 5000~10000 5 1 7+3

P12 31 初中 已婚 农村 2000~5000 3 1 40+1

P13 30 本科 已婚 城市 2000~5000 1 0 35+5

P14 21 大专 已婚 农村 5000~10000 2 1 37+2

P15 37 本科 已婚 城市 ≥10000 1 0 35+2

1.2.2 资料收集方法 访谈地点为广州市中山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运动门诊办公室。访谈前取得受访对

象的同意并填写个人基本信息资料卡,采取半结构式

访谈法围绕访谈提纲对受访者进行现场一对一访谈。
访谈以“请谈一谈您孕期有哪些身体活动?”开始,然
后根 据 孕 妇 的 回 答 逐 步 深 入,并 运 用 Minichiello
等[7]提出的刺探和引导等方法,使受访孕妇更深入地

表达内心感受和想法。访谈过程未严格遵循访谈提

纲顺序,根据现场访谈的情况进行调整。访谈过程全

程录音并记录,单次访谈时间为30~60
 

min;访谈过

程遵循访谈要求及原则,避免引导性语言,当信息饱

和时则结束访谈。本研究严格遵从个人意愿,访谈过

程关注受访对象的个人感受并且可允许其随时退出

研究,访谈的所有资料均保密。
1.2.3 资料分析方法 采取 Nvivo22.0软件、内容

分析和框架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具体步骤如下:①
每次访谈结束24

 

h内,将访谈录音逐字转录为文字

资料,并核实转录过程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所有文本

资料导入Nvivo22.0软件;②界定分析单位和单元,
摘录出与孕妇身体活动相关且有意义的陈述作为最

小单位分割点,形成分析单元;③反复阅读访谈资料;

④标注资料中反复出现的有关身体活动的陈述、事
物、现象并进行编码、归类,产生主题;⑤反复阅读原

始资料,不断与已有的主题框架进行比较和归类,根
据资料反映的真实情况进行主题修改与完善;⑥将提

取出的孕妇身体活动影响因素主题根据社会生态学

模型进行分类,确定分析单元的类属。
1.2.4 质量控制方法 本课题组成员包括产科医

生、护理专家、体育教授、康复治疗师以及在读博士。
由专人进行访谈并收集资料,完整保留访谈对象的录

音材料并建立完整详细的文本资料,由第2人负责审

校转录的资料。课题组固定时间召开小组会议汇报

访谈的结果,如出现不一致的意见,由课题组成员对

有异议的部分反复讨论,直至达成一致意见。
2 结果

研究者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和提炼,分析影响孕

妇身体活动的因素,并根据社会生态学模型将孕妇身

体活动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最终归纳出3个主题。
2.1 个体层面影响因素

2.1.1 计划的分娩方式 受访孕妇表示,计划的分

娩方式会影响身体活动。计划自然分娩的孕妇会积

极参加身体活动,而孕期身体活动能够通过影响新陈

代谢、激素分泌和子宫收缩力,继而缩短分娩进程,增
加自然分娩的可能性[8]。计划剖宫产的孕妇身体活

动水平较低。P6:“因为我是想顺产嘛,为了顺产自己

也要多活动,但我活动的形式比较单一,每天主要是

去散步。”P2:“我打算剖宫产,活动对我的意义不大,
所以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坐着,很少去活动。”
2.1.2 益处和风险感知 孕妇感知到较多身体活动

益处会更积极地参与身体活动。P4:“我知道多运动

可以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所以我很积极地去运

动。”P7:“运动可以增加我的肺活量和体力,生孩子的

时候可能会快一点,所以我每天都坚持运动。”多数孕

妇表现出妊娠期身体活动对胎儿健康不利影响的担

忧,从而主动避免或减少身体活动。P1:“我主要是担

心孕期活动会导致流产风险增加,怀孕后还是要小心

谨慎为好,幅度太大的动作我都不会再做了。”P3:“因
为是第一胎嘛,所以就想好好保胎,让孩子平安地生

下来,主要也不知道活动的度,害怕过度活动导致早

产,因为也听身边的朋友说过这样的例子,所以对我

来说怀孕期间还是少活动吧,卧床保胎更安全一些。”
2.1.3 妊娠期身体活动知识 妊娠期身体活动知识

是孕妇身体活动达到指南推荐水平的重要影响因

素[9]。本研究中多数孕妇由于不知晓妊娠期适宜的

身体活动类型和强度,因而不积极进行身体活动。
P6:“我不知道怎么去活动,把握不了这个度,所以我

宁愿不活动,这样比较保险一些。”P15:“我在家里就

只有散散步,其他的活动都不做,因为也不知道具体

要怎么做嘛,不清楚应该做哪种类型的活动及强度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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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妊娠症状困扰 妊娠期身体不适和妊娠引起

的身体变化是阻碍孕妇身体活动的常见因素,其中孕

吐是限制孕妇妊娠早期参与身体活动的主要症状,而
体型变大是限制孕妇在妊娠后期进行身体活动的主

要原因。P11:“我怀孕8周前会出去活动,从第8周

开始就一直孕吐,所以8周后就没再去活动了。”P13:
“我怀孕后每天都觉得很困,下班回来后基本上都是

坐着或者躺着。”P8:“随着肚子越来越大,我的活动范

围越来越小,到孕后期更不愿意出去活动,整天都在

家里坐着休息。”
2.1.5 身体活动自我效能感 身体活动自我效能感

高的孕妇有较强的信心,能够积极应对活动中遇到的

困难,而身体活动自我效能感低的孕妇则对个人能力

水平持怀疑态度,因此难以坚持妊娠期身体活动。
P2:“我感觉活动的时候确实很累,但我相信我是可以

坚持下来的。”P5:“真的不是我不想活动,我之前去上

了一次付费的运动体验课,我就是觉得太难了,坚持

不了,所以我就放弃了。”
2.2 人际层面影响因素

2.2.1 家人支持 家人在孕妇身体活动过程中起着

重要作用,来自配偶和其他家庭成员的鼓励和陪伴等

是孕妇身体活动参与的主要动力,而家人不陪伴与不

支持是孕妇身体活动的阻碍因素。P4:“我倒是挺爱

去活动的,因为我老公也挺爱活动,他挺支持我进行

适量的活动,吃完饭他都会拉着我一起去散步。”P3:
“我现在是孕早期嘛就没怎么活动,因为我爸妈和我

老公觉得怀孕前3个月属于高危时期,就尽量不要

动,他们只会陪着我去公园走走,别的活动要等我进

入稳定期了才能做。”P10:“我家里的人都不爱运动,
都喜欢坐着上网或玩手机,我也跟着不想动了。”
2.2.2 同伴支持 来自同伴的支持是多数孕妇喜欢

的支持方式,通过共同活动时的情感和陪伴等支持,
可帮助孕妇分散活动相关的负面感受如无聊、恐惧

等,强化孕妇身体活动自我效能。无人陪伴是阻碍孕

妇身体活动的因素。P7:“我空闲时间基本都在家里

睡觉,因为出去活动的话也没有人陪我,我就没有动

力去。”P14:“我觉得一个人活动太无聊了,也担心个

人安全问题,万一路太滑摔倒了,加上我们这边治安

不太好,挺害怕的,所以没有人陪我的话,我就不太会

出去活动。”P8:“和同事朋友一块儿出去的话可以多

活动一下嘛,因为他们会给我安排一些活动计划,自
己在家里面就只能是活动一下手脚。”
2.2.3 专业人士支持 多数孕妇认为在妊娠期身体

活动中得到专业人士的指导和建议等很重要,这有利

于消除她们对身体活动的不确定感,从而积极地参与

身体活动,缺乏专业人士支持的孕妇身体活动水平

低。P6:“专业的从业人员可以进行比较精准的指导,
按照我的身体情况还有怀孕周数指导做强度合适的

活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就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没

有专业人士指导,所以就不敢动,怕有点危险。”P8:
“我现在是完全没什么活动的,因为我不知道孕早期

适不适合活动啊,如果医生在我建档的时候告诉我适

合什么活动,活动强度是什么,那我肯定会按照医生

的建议来做啊。”
2.3 环境层面影响因素

2.3.1 自然环境 由于不利的地理气候条件限制,
孕妇对身体活动产生消极态度,影响进行身体活动。
P5:“空气不好时肯定不会去室外参加那些活动的,室
内的话就只能做做家务,因为家里也没有其他活动的

设施啊。”P4:“去公园广场活动的话,因为距离的问

题,我开车需要10
 

min才到,但是万一路上有突发情

况的话,对我来说是不安全的,所以我基本都是在楼

下的篮球场走一走。”P2:“有时候天气不好比如下雨

的时候,我就不想出去活动了。”
2.3.2 建成环境 公共空间建成环境的差异性会对

孕妇身体活动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其中活动设施缺

乏、安全性缺乏保障会制约孕妇的身体活动,而舒适、
氛围良好的活动环境会使孕妇积极参与身体活动。
P5:“我住的是老小区,活动设施不是特别的完善,导
致平时活动比较少吧。”P15:“我怀孕后活动比较少

吧,因为我不太敢去公共场所活动,这些地方人太多,
担心小孩打闹会和自己发生碰撞,另外这些地方的活

动设施我也不太敢用,怕没有安全保障。”P9:“我平时

挺喜欢在小区活动的,因为很多人在小区玩,有时候

也会去公园,因为公园的环境很好。”
2.3.3 社会文化 孕妇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

身体活动可能会引发不良妊娠结局,不敢进行身体活

动。P1:“老一辈的观念就觉得孕妇应该多休息安胎,
受到这种固化思维的影响,所以就不会去活动了。”
P15:“从传统观念上来说,孕妇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

或者少动,可能我自己想动,但是担心会因为这个引

起家庭矛盾,所以我还是尽量卧床休息,活动的话等

产后再做吧。”受访的孕妇还表示社会上有关妊娠期

身体活动的宣传较少,导致其对妊娠期身体活动的了

解和关注不足,从而身体活动参与度低。P5:“市场对

孕妇感兴趣的运动比如孕妇瑜伽、普拉提等运动项目

推广不是很好,导致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哪些

运动,只能去散散步。”P11:“社会上很少有关于孕妇

活动这种知识的宣传普及,我们这方面知识比较缺

失,不知道能否进行活动。”
2.3.4 医疗或社区机构提供的孕妇身体活动促进服

务 医疗和社区机构是否为孕妇提供促进身体活动

的服务,如身体活动门诊、孕妇身体活动宣讲课程等,
直接影响孕妇身体活动参与。P1:“社区可以多组织

有关孕妇运动方面的讲课,确实想去听一下这些知

识,这样的话我在家也可以学着做一些运动,本来在

家也挺无聊的。”P5:“现在也很少有医院开这种专门

的孕妇运动门诊,专业的健身房因为怕担风险也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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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孕妇,所以我只能在家跟着抖音做一些简单的

操。”P7:“医院可以开展一些运动课程,因为现在好像

都是线下的课程,线上的课程也可以安排一些,这样

才能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去运动。”
3 讨论

3.1 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计划

的分娩方式、妊娠期身体活动知识和妊娠症状困扰会

影响孕妇的身体活动。计划自然分娩的孕妇会积极

参加身体活动,计划手术分娩的孕妇身体活动水平较

低;缺乏妊娠期身体活动知识或被妊娠症状困扰的孕

妇身体活动水平低,这与相关研究结果[9-11]一致。受

访的孕妇认为,只有选择自然分娩时才需要进行身体

活动,这可能与妊娠期身体活动可以为自然分娩创造

更佳的身体条件,缩短产程有关。大部分孕妇表示,
因不知晓妊娠期适宜的身体活动类型和强度影响了

孕妇的身体活动,孕妇对妊娠期身体活动知识知晓程

度低,对待妊娠期身体活动的态度会越消极。知信行

理论模式理论[12]认为,个体通过相关知识的认识和

理解,可以潜移默化影响信念和态度,从而影响行为

改变。同时孕妇表示妊娠症状的困扰会影响身体活

动,尤其是妊娠早期和晚期时孕妇身体活动受到的影

响较大。这可能是因为孕妇身体活动的症状会随着

妊娠进展发生变化,在妊娠早期,孕妇会通过休息来

缓解恶心、呕吐等不适;而妊娠后期,体型变化从生理

上限制孕妇的身体活动范围。本研究结果还发现,益
处和风险感知、身体活动自我效能感也会影响孕妇的

身体活动。受访的孕妇多认为,认识到身体活动益处

是促进身体活动的因素,而担心身体活动的风险是阻

碍身体活动的因素,这与陈欣[13]的研究结果一致。
感知身体活动风险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孕妇产生威胁

感,身体活动自我效能感会降低,导致健康行为障碍

的发生,而感知到身体活动较多益处时,孕妇维持身

体活动的自我效能感会增高,并激发孕妇采取健康行

为的愿望[14]。健康信念模式认为,个体采纳健康行

为或放弃不良行为,主要取决于对风险和后果严重性

的看法、采纳健康行为的益处和障碍的感知及判

断[15]。同时受访的孕妇认为,对自我的信心越足,越
有可能坚持妊娠期身体活动,这与有关研究结果[13]

一致。在班杜拉的社会认知论中,自我效能对新行为

的获得和现有行为的维持都起着关键作用[16]。本研

究结果提示,医护人员应加强对孕妇身体活动的健康

教育,未来需重点关注计划手术分娩或存在妊娠期不

适症状的孕妇,并给予正确的身体活动指导。同时,
给予育龄女性更多的重视,加强妊娠前身体活动宣

教,促进妊娠前良好身体活动习惯的养成和妊娠期该

习惯的维持。此外,需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孕妇的身体

活动自我效能感,如加强对孕妇身体活动的指导和培

训、采取妊娠期精准化指导干预模式[17]等,从而提高

整个妊娠期身体活动水平。

3.2 人际层面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人

和同伴支持是孕妇身体活动的影响因素。家人和同

伴支持是孕妇身体活动的促进因素,缺乏家人和同伴

支持的孕妇身体活动水平低,与既往研究结果[5,18]一

致。分析其原因,孕妇对身体活动的态度会受到家人

和同伴的影响,家人和同伴提供的情感和陪伴等支

持,可以带动孕妇积极参与身体活动[5]。这提示医护

人员应将孕妇的家庭成员和同伴纳入健康教育的范

畴,鼓励孕妇的家人、朋友等积极参与到身体活动中,
为孕妇身体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还可推广以

家庭为中心的群组式孕期保健模式[19],同时为孕妇

构建同伴支持网络,如建立孕妇活动群、组织孕妇集

体活动、举行活动座谈会等,促进孕妇身体活动的开

展。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专业人士支持是孕妇身体活

动的影响因素,缺乏专业人士支持的孕妇身体活动水

平低,这与Grenier等[18]的质性研究结果一致。分析

其原因,专业人士提供的鼓励、建议和指导等可以消

除孕妇对身体活动风险的顾虑,强化身体活动动机。
但访谈的多数孕妇表示,较少得到医护人员的建议,
并且得到的建议往往不够具体有效。因此,未来需调

整妊娠期身体活动宣教途径和模式,加强对医护人员

的妊娠期身体活动知识的培训。建议成立由医生、护
士、康复治疗师、运动专业人士等组成的多学科团队,
将孕妇身体活动纳入产检常规并全程随访,同时尽快

制定我国妊娠期身体活动指南,为医护人员针对孕妇

身体活动提供具体建议和标准,从而促进孕妇更好地

进行身体活动。
3.3 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结果发现,自然

环境、建成环境是孕妇身体活动的影响因素。受访的

孕妇认为,不利的天气或地理位置会影响身体活动,
同时缺乏活动场地设施也会影响身体活动,相关研究

结果[4-5]一致。分析其原因,较差的自然环境和建成

环境客观上可以直接限制孕妇的身体活动,主观上可

以通过影响个人情绪,与身体活动产生消极链接,降
低个人参与身体活动的冲动[20]。本研究结果同时发

现,社会文化、社区或医疗机构是否提供孕妇身体活

动促进服务是孕妇身体活动的影响因素。在社会文

化方面,受访的孕妇认同传统保胎观念,认为身体活

动容易诱发流产,妊娠期应减少或放弃身体活动。孕

妇多数与父母如母亲、婆婆住一起,她们往往是“妊娠

期身体活动导致流产、早产等”误解的主要来源[21],
受到他人或自我的过度保护,限制了孕妇的身体活

动。受访的孕妇提及,社会宣传不足、较少有机会参

与社区或医院开设的孕妇身体活动项目也会影响孕

妇的身体活动。社会宣传、社区或医院提供的孕妇身

体活动服务作为孕妇身体活动的重要行为线索,会间

接影响孕妇的身体活动[13,22]。但目前我国孕产保健

的相关政策多关注遗传病筛查、营养等方面,对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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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活动的重视和宣传不足[23],加上我国目前颁布

的全民运动促进政策并未与医疗保健机构有效衔

接[21],多数地区的医疗和社区机构没有提供促进孕

妇身体活动的服务,不利于孕妇身体活动的开展。本

研究结果提示,在室外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可鼓励孕

妇采取居家活动方式、工作场所活动策略等,未来需

进一步优化建成环境,如规划孕妇专属活动区域、配
备孕妇专用活动设施等,同时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妊

娠期身体活动促进政策,并推动身体活动与医保服务

衔接。有必要丰富妊娠期身体活动知识了解途径,如
鼓励孕妇参加孕妇学校,将身体活动纳入产前常规宣

讲课程,发放免费的宣传手册等,并利用互联网平台

推送妊娠期身体活动信息。此外,医疗和社区机构应

完善孕妇身体活动促进服务,如开设孕妇身体活动门

诊、组织孕妇进行身体活动健康教育项目等,满足孕

妇个体化需求,从而提高身体活动达标率。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发现,孕妇身体活动受到个体因素、
人际因素、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提示医护人员应从

孕妇个人、人际以及环境的角度出发,制订全方位、多
层次的身体活动干预方案。但是本研究的受访对象

仅局限在孕妇自身,后续可对孕妇的家人、医护人员

等进行质性研究,以期从多角度、多层面完善研究结

论。另外本研究不能反映孕妇身体活动变化的过程,
后续可对孕早期至孕晚期的孕妇进行纵向追踪的质

性研究,了解不同阶段的身体活动行为与心理特征,
基于社会生态学模型探索和建立新的适应性的孕妇

身体活动干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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