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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产房护理安全管理应用在产妇分娩中对并发症及满意度的影响。方法：选取2022年1月－2023年1
月在我院分娩的产妇60例，随机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30例，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进行产房安全护理。

统计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护理满意度、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护理有效率。结果：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护理满意度、并

发症发生率以及护理有效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产妇在分娩中可采用产房安全管理措施，充分降低其在分娩后

的并发症发生率，提高生活质量，维护护患和谐，建议临床推广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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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in Delivery Department on 
Complications and Satisfaction of Parturients during Delivery
Ziling Fu, Shuying Zhong, Simin Zheng, Zhixian Xu, Xiaojuan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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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afe nursing management in delivery department on complications and satisfaction 
of partur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60 cases of pregnant women who gave birth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3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afe nursing in the delivery department. The quality of life, nursing satisfaction, 
complication rate and nursing efficienc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quality of life, nursing satisfaction, 
complication rate and nursing efficiency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safe 
management measures of delivery department can be adopted during delivery to ful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fter 
deliver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maintain the harmony between nurse and patient.
Keywords: Delivery department safety management;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Complications; Satisfaction

分娩主要指母体与胎儿分离，独立成为个体的整个过

程，此过程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产程为宫口扩张期，第

二产程为胎儿娩出期，第三产程为胎盘娩出期，首先第一

产程的初始行为指产妇出现规律宫缩，且使宫颈口扩张至

10cm 为止，此过程对于初产妇来说要持续 11 ～ 12 小时，

具备经验的产妇也需要 6 ～ 8 小时，且第一阶段要求产妇

减少恐惧心理，补充营养，且进行轻微的疼痛减轻动作，

定时排尿，要求产妇膀胱空虚，从而使胎头顺利下降。第

二产程通常持续时间为两小时，是指宫颈口完全扩张至胎

儿娩出过程，此阶段助产士将会告诉产妇禁止用力过猛，

以防会阴处皮肤撕裂，并保持心态放松，如胎儿处于危机

时刻，产妇将接受会阴切开术，一旦婴儿头部开始娩出，

助产士应使头部转向一侧，与两肩保持同一条直线，减少

呼吸道中的液体，并剪断脐带，给予婴儿氧气。第三产程

为胎盘娩出期，此阶段应在 30 分钟内进行，并在胎儿娩出

后存在宫缩现象，使胎盘娩出 [1]。由此可见，产妇分娩过

程存在较多不定因素，易形成危机局面，而产房安全护理

管理可在原有的常规护理基础上提高产妇的护理服务质量，

增强产妇及新生儿的安全性，减少潜在风险。本次就对产

房护理安全管理应用在产妇分娩中对并发症及满意度的影

响进行了研究，现报道如下。

11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1 月在我院进行分娩的 60
名产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0 名。观察组平均年

龄为（29.51±2.66）岁，产次1～3此次，平均产次（1.52±0.71）。
对照组平均年龄为（27.21±3.54）岁，产次 1 ～ 3 此次，平

均产次（1.45±0.83）。组间患者资料比较不存在统计学意

义（P>0.05）。

纳入标准：（1）经临床确诊为待分娩产妇；（2）经

过产妇及其家属同意，入组前签订同意书。（3）实验经我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排除标准：（1）患有严重精神类疾病的产妇；（2）
没有严重妊娠合并症的产妇；（3）依从性较差产妇。

1.2 方法

①对照组：针对对照组患者主要采用常规护理模式，

要求产妇在常规产前检查过程中，对其给予知识宣传以及

健康教育，主要包括围产期的注意事项以及必要知识等，

对产妇的负面情绪给予缓解，帮助其减少恐惧心理，提高

产妇护理积极性，帮助其分散注意力，积极面对分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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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观察组：针对观察组患者采取产房安全护理管理措施。

首先，院内应构建专业护理团队，并在团队中引入分娩经

验五年以上的专业护理人员加入，对产妇分娩过程中可能

存在的负面因素基于分析，并在关键时刻制定解决对策。

其次，产房安全管理过程中应完善院内安全管理制度，对

产妇具体情况以及机体状态给予了解，判断其是否存在药

物过敏等现象，并结合产妇遗传史以及疾病史，制定完善

危机对策 [2]。在制度普及过程中，构建专业产妇档案，落

实产房护理责任，要求护理人员定期查房，在交接班时开

展签字工作，对产妇的临床资料给予保管和储存。还有，

面对产妇分娩后的护理工作，易出现相应不稳定因素，护

理人员应根据产妇实际情况，采取对应性措施，及时发现

护理过程中的负面问题，提高产房护理质量，增强护患关系，

使护理内容与工作流程更加规范与合理 [3]。最后，院内应

定期培训护理人员的综合能力，开展职业技术与服务意识

的考核工作，选择护理中常见或疑难例给予教学，帮助护

理人员更好掌握工作内容，减少护患纠纷率，提高临床护

理管理质量，并定期对产房设备以及手术机械进行检查，

增强负面安全性，如发现过期物品及时更换。

1.3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护理满意度、并发症发生

率以及护理有效率。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结果由 SPSS26.0 统计学软件统计完成，若组间

数据对比结果差异显著 P<0.05，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结果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

表 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x±s）/ 分 ]
组别 认知功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角色功能 情绪功能

干预

前

对照（n=30） 66.69±5.15 64.35±6.91 68.64±5.90 62.86±4.05 60.94±9.28
观察（n=30） 65.84±5.20 64.91±6.94 67.36±6.18 63.41±4.75 61.58±9.37

干预

后

对照（n=30） 73.48±6.94 71.24±8.28 70.94±8.64 70.25±5.84 72.94±3.59
观察（n=30） 86.41±6.89 84.36±8.06 81.84±8.61 86.94±5.47 84.87±3.18

t 组间干预前 0.958 -0.472 1.235 -0.727 -0.400
P 组间干预前 >0.05 >0.05 >0.05 >0.05 >0.05
t 组间干预后 -10.903 -9.363 -7.369 -17.200 -20.513
P 组间干预后 <0.05 <0.05 <0.05 <0.05 <0.05

2.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表 2 两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 [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数
对照组 30 13（43.33） 9（30.00） 8（26.67） 22（73.33）
观察组 30 17（56.66） 12（40.00） 1（3.33） 29（96.67）

c2 - - - - 6.405
P - - - - <0.05

2.3 对比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表 3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n(%)]
组别 例数 尿潴留 感染 出血 抑郁 总发生率
观察组 30 0（0.00） 1（3.33） 1（3.33） 1（3.33） 3（9.99）
对照组 30 1（3.33） 1（3.33） 3（9.99） 2（6.66） 7（23.31）

X2 - - - - - 10.322
P - - - - - <0.05

2.4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有效率

表 4 两组患者护理有效率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0 19（63.33） 9（30.00） 2（6.67） 28（93.33）
对照组 30 11（36.67） 11（36.67） 8（26.66） 22（73.34）

X2 - - - - 5.925
P - - - - <0.05

33 讨论讨论

安全产房主要以原有产房的条件为基准，增加麻醉科

护士与医生的值守，并为产妇提供 24 小时的安全服务工作，

其主要内容包括对新生儿的信息识别、提高产妇完全率、

管理抢救器械与药品以及产房安全防护工作等。首先，护

理人员应在新生儿出生后第一时间佩戴腕带，并植入识别

信息，仔细核对后，保证信息准确无误，盖好新生儿与母

亲印章，保证每个新生儿都有相应信息腕带，再将新生儿

的具体信息写到包被中，与产妇家属核对后，方可进行下

一步工作。其次，在产妇的分娩过程中应佩戴信息腕带，

保证信息准确无误 [4]。在产妇上下床时，由护理人员给予

陪同，减少产妇体位变动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等恶劣情况产

生，并要求护理人员时刻关注产妇机体状态与生命体征，

且在分娩后对产妇阴道进行检查，通过推车等设备将产妇

安全送至病房。

还有，产妇出现突发危机情况较多，护理人员应确保

其安全，产房内配备抢救器械以及药品等，定点检查药品

与物品的完整度，定时维修，保证其处于随时使用状态，

要求所有医护人员了解抢救物品及药品的使用方法与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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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保证发生危机情况时，及时开展抢救措施。最后由

于产妇身体状况较弱，应做好院内感染防治工作，定期进

行消毒与杀菌，使产房感染控制工作形成制度化调整，并

定期开展微生物信息检测，按照国家规定实施正确与科学

的防感染措施。由此可见，在产妇安全护理管理中，医护

人员应具备较好的防范意识与工作态度，谨慎细心的完成

产妇护理工作，减少其风险概率，增强产妇生活质量。除

此以外，产妇分娩可分为自然阴道分娩以及剖宫产分娩两

种形式，自然阴道分娩的优点为可减少产妇手术并发症发

生率，提高婴儿协调能力，增强母子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产后恢复较快 [5]。而剖宫产分娩的可减少产妇的镇痛之苦，

如其腹腔内存在其他疾病时可统一处理。无论选择哪种分

娩方式，都要求产妇保持积极心态，减少焦虑情绪，并多

与医护人员交流，选择合适的分娩方式，做足分娩准备，

减少产妇分娩带来的疼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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