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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患沟通在妇产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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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次探究的目的是对护患沟通护理干预在妇科护理当中的运用方法和效果。所采用的方式则是选取某地区
医院所收治的妇科患者 20 例，随机将这些人员分为常规组以及研究组，人数分别为 10 例，其中常规组患者所使用
的是常规护理方式，研究组人员所采用的则是将常规护理作为前提条件，使用护患沟通护理方法将这两组人员的护
理满意程度以及 SAS 和 SDS 评分进行对比，数据比对具有差异性（P ＜ 0.05）。除此之外还可以知道，研究组人员
的护理满意效果要比常规组患者满意效果高，并且两组之间的数值具有明显差异，并且具备统计学意（P＜ 0.05）。
最后所得出的结论则是妇产科护理当中运用护患沟通护理干预方法能够满足妇产科患者的身心要求，同时还能将护
理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对这些人员的负面情绪改善和满意程度的提升有着很重要意义，同时还具备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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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作为整个医疗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这些开展护理工作，不仅可以将患者的疗效加强，降低

其痛苦，同时还能提升患者对医疗服务水平，满意程度

等各个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健康稳定发

展的推动和倡导下，不断将护理方法进行优化，为妇科

患者提供更好的护患沟通护理服务。

1 基本资料和研究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取某医院一年内所收治的 20 例妇科患者作为这

次研究目标，随机将这些人员分为常规组以及研究组，

并且人数分别为 10 例。在此期间，常规组所使用的是

常规护理方式，这些人员的年龄≥ 23 岁≤ 40 岁，在此

期间包含 6例初产妇以及 4例经产妇；研究组患者需要

将常规护理作为基本条件，使用护患沟通的护理对策，

这些人员年龄≥ 24 岁≤ 38 岁，其中包含 7例初产妇以

及3例经产妇，这两组人员基本数据资料差异性非常小，

并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 0.05）。

1.2 研究方法

针对常规组妇产科患者开展护理所使用的是常规

护理方式，比如对病房进行巡逻检查，密切关注患者人

员的各项指标，叮嘱其按照要求和时间服药，如果出现

异常情况，快速通知医生，并且在旁协助进行处理等。

针对研究组妇产科患者进行护患沟通护理干预：第一，

加大对患者病房的巡查力度，对其每一项指标要严格进

行监测，快速判断异样问题的发生，把妇产科病患情况

快速向医生进行反馈，并且运用熟练的技巧配合医生开

展处理工作，遵循医生嘱咐科学用药，对患者进行药剂

注射过程中要有熟练的技能，如果操作失败需要二次进

行时，首先要对患者表示抱歉，将其情绪进行安抚，获

得同意之后进行配合操作。嘱咐患者和家属不可以根据

自身感觉随意对快滴速进行调整，避免造成不利影响。

对妇产科患者进行各种护理操作前期需要提前将解释工

作做好，对患者所提出来的疑问要耐心进行解答，这样

可以获得妇科患者主动配合进行护理作业。第二，加强

患者人员的心理护理工作。在妇科患者进入医院时就要

热情进行接待，带领其参观病房每一个区域，并且向患

者介绍医生和护士工作人员的实际状况和医疗能力等各

方面内容，降低和消除患者对医院的陌生感。进入医院

以后，要多跟患者进行沟通交流，若其心灵上出现细微

变动，从而可以识别患者有没有出现负面情绪，结合其

负面情绪出现的原因，具体对其开展心理辅导引领期，

将心中压力排解出来，并且时期通过呼吸等方法，将身

心放松下来，多多介绍一些正能量案例，使其可以从中

获得激励，降低和消除自身所出现的负面情绪。其次，

还要加大跟患者家属的交流，获得这些人员的积极配合，

叮嘱其在患者住院过程中要做好这些人员的坚强后盾，

并且要给予企业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照顾，这样可以加强

患者人员的安全感，消除患者心中疑虑，这样患者才可

以抱有积极的态度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第三，加强环

境护理工作。院内病房环境干净整洁，物品的摆放也要

有序进行合理把控室内温度等，平日需要对探究人数和

频率合理把控，对各种各样的糟心问题进行控制，对各

种各样的噪音问题精心把控，尽可能使妇科患者在一个

比较舒适安静的环境当中进行养生。第四，加大食物护

理力度。一般情况，患者和其家属科学的饮食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可以为患者人员增加蛋白质等物质的摄入

量，并告诫患者最好不要食用辛辣以及凉性食物，使患

者能够科学进行饮食，对不需要进行照顾的患者开展。

第五，健康教育工作根据宣传推广的教育措施和对患者

人员家属的教育工作进行引导，对于各类型的患者阐述

有关疾病知识，耐心处理患者人员和家属所提出来的问

题，并且具体开展解答，带领其对疾病有一个正确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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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其掌握部分维护跟妇产科有关的内容，保持耐心，

对其提出来的问题进行解答，其他过程中还有对这种疾

病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引导其掌握一些关于妇科保

健的方式。

1.3 观察指标

常规组和研究组这两组治疗妇科患者研究数据和

护理满意程度 1、SAS 与 SDS 评分作为关键评估要求。

1.4 处理统计学意义 

常规组和研究组妇科患者所研究的数据可以使用

SPSS23.0 软件开展统计处理工作，其中 n 代表技术资

料；% 代表护理的满意程度，SAS、和 DS 运用妇科患者

代表。使用 t表示数据检测质量组数据具有一定的差异

性，并且 P＜ 0.05 具有比较性。

2 结果
表 1 常规组和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 别 例数 非常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常规组 10 48（81.67） 7（13.33） 2（5）
研究组 10 38（65） 9（16.67） 10（18.3）

X2 3.083 2.494 2.164

P 值 ＜ 0.05 ＜ 0.05 ＜ 0.05

表 2 常规组和研究组患者 SAS、SDS 评分比对（分）

组 别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常规组 41.36±10.36 29.18±5.48 43.85±10.48 30.25±5.32
研究组 42.69±11.41 36.96±7.32 43.32±12.62 38.65±6.14

X2 3.698 2.967 4.129 3.165
P 值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目前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医疗卫生行业也

获得很大进步，人们对于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有越来

越高的要求，而妇科在医院内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

室，妇产科对于护理的质量要求很高，同时，一些患者

则为初产妇，这些人员在分娩前期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

以及性别等各类问题产生好奇，并且也会轻易发生焦虑

以及悲伤等不良情绪，从而产妇在质量过程中的配合度

比较低，容易发生护士和患者纠纷问题出现。这样不仅

会对产妇分娩造成威胁，同时也会对医院形象造成不利

影响。所以为了有效将护理的质量以及满意程度进行提

升，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此次研究工作专门对妇产科

室在常规护理的基础条件下，运用护患沟通画的护理干

预，而这种护理方法主要就是指治疗和产妇生产前期和

后期能够满足其要求，确保患者生产期间的安全性，结

合产妇心理情况对其进行具体心理疏导，将其不良情绪

进行缓解，提高产妇以及工作人员护理的配合度。从此

次探究结果当中可以看出，常规组妇产科室的整体评分

要比研究组人员高，并且这两组之间的差异性非常明显

（P＜ 0.05）。发生这样的情况是由于护患沟通护理的

干预在妇产科分娩，针其所开展的心理护理以及生产期

间开展的护理工作和分娩完成之后的引导，可以将妇产

科对分娩的认知度提高，并且还能缓解自身不安情绪，

有利于大量推广和使用

总而言之，妇产科护理当中使用护患沟通护理干

预的有效对策，能够将其整体效果加强，并且使患者能

够达到目前护士所提供的岗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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