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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分析讨论产后出血的预防性护理效果。方法：研究选取我院2022年1月-2022年12月收治的分娩后产

妇100例，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各5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实验组采用预防性护理。分析比较两组产妇护理有效

性、护理满意度、出血量。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产妇护理有效性、护理满意度，出血量减少，P<0.05，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结论：对分娩后产妇采用预防性护理能够有效降低其产后出血量，是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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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Preventive Nursing Effect on Postpartum Bl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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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preventive nursing effect of Postpartum bleeding.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ostpartum wome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preventive nursing.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effectiveness, satisfaction, and bleeding volume of maternal nursing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nursing effectiveness,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bleeding volume (P<0.05). Conclusion: Preventive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mount of Postpartum bleeding of parturients after delivery, which is an effe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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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出血是临床中十分常见的分娩相关并发症之一。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该并发症的发生率近年来有较为显著

的增高趋势 [1-2]。研究称产后出血的发生不仅影响了产妇的

产后喂养等正常生理活动，甚至还对其生命安全造成严重

的威胁，因此寻求有效的方式降低产后出血的发生率及严

重程度十分必要 [3-4]。预防性护理是临床中十分常见的护理

干预措施，与常规的护理比较其针对性更强，有效性更高 [5]。

而在分娩后产妇中应用预防性护理的效果尚未可知。因此

本研究选取我院收治的 100 例分娩产妇，分析预防性护理

对其的影响。

11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收治的分娩产妇 100 例，分为对照组与实验

组，每组各 50例。对照组中年龄 25-40岁，平均（31.20±6.38）
岁；经阴道分娩 30 例，剖宫产分娩 20 例。实验组中年龄

26-38 岁，平均（31.30±6.35）岁；经阴道分娩 32 例，剖宫

产分娩 18 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根据产妇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护

理干预方案，并在后续护理操作中严格执行护理方案，避

免多种护理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

实验组采用预防性护理。①产前护理。首先对产妇的

基本信息如年龄、产次、孕周、合并的基础疾病等进行详

细的询问并建立相应的护理档案，为后续的护理操作提供

便利。根据产妇的上述相关指标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性护

理方案。对产妇进行凝血功能的详细检查，避免其出现严

重的凝血功能异常。对于经过反复检测确有凝血异常的产

妇则应该对其进行严密的监护，有必要时应该及时终止妊

娠，避免对产妇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评估产妇的产后出

血发生可能性，对于发生产后出血风险较高的产妇及时与

其进行沟通，考虑提前住院进行监测及干预，降低产后出

血的发生风险及严重程度。着重关注产妇的心理波动及情

绪变化，尤其是对于出产妇而言其十分容易合并紧张、恐

惧等不良情绪。而过大的情绪波动又会对产妇的分娩及产

后恢复造成严重的干预。对不良情绪较为轻微的产妇，护

理人员可联合家属对其进行言语上的安慰，对其进行开导，

促进其心理恢复稳定。而对于伴随严重不良情绪的产妇则

应该考虑寻求心理科的帮助。在对产妇进行产前护理中应

该加强双方的沟通，降低医患矛盾的出现。②分娩中护理。

在产妇分娩中为其监测生命体征并开通两条及以上的静脉

通路以防止不良事件的发生。在分娩过程中应该观察产妇

的宫缩、胎心等变化，及时与产妇进行沟通，并帮助其调

整呼吸等，促进胎儿顺利娩出。待胎儿及胎盘娩出或检查

其完整性及有无血肿血块的存在及时发现产后即刻大出血

扥情况。对于产后发生大出血的患者及时采用药物及子宫

按摩加压等方式进行止血，必要可行血管栓塞治疗。③产

后护理。产后严格加压腹部并对切口进行止血。对产妇进

行严密的监测及术后常规抗感染等治疗。尽早促进产妇及

胎儿的接触及乳头的吮吸，提高体内催乳素的分泌而降低

产后出血的发生风险。对产妇的心理情况进行严格的评估，

降低由于情绪波动对产后并发症的促进作用。

1.3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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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比较两组产妇护理有效性、护理满意度、出血量。

1.4 统计学方法

将本组数据代入 SPSS21.0 软件处理分析，计量资料用

（`x±s）表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采用 χ2 检验。

当 P<0.05 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结果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增高，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例） 十分满意（%） 基本满（%） 一般满（%）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50（100.00%） 25（50.00%） 5（10.00%） 8（16.00%） 12（24.00%） 38（76.00%）

实验组 50（100.00%） 39（78.00%） 6（12.00%） 5（10.00%） 0（0.00%） 50（100.00%）

χ2 - 8.507 0.102 0.796 13.636 13.636

P - 0.004 0.749 0.372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护理有效性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者护理有效性增高，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有效性比较（n，%）

组别 例数（例） 十分有效（%） 基本有效（%） 一般有效（%） 基本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0（100.00%） 24（48.00%） 7（14.00%） 4（8.00%） 15（30.00%） 35（70.00%）

实验组 50（100.00%） 35（70.00%） 5（10.00%） 6（12.00%） 4（8.00%） 46（92.00%）

χ2 - 5.002 0.379 0.444 7.862 7.862

P - 0.025 0.538 0.505 0.005 0.005

2.3 两组患者产后出血量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者产后出血量降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结果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产后出血量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6h 出血量

（毫升）

12h 出血量

（毫升）

24h 出血量

（毫升）

36h 出血量

（毫升）

48h 出血量

（毫升）

对照组 50 225.23±75.20 269.40±80.52 301.55±82.35 310.48±83.33 322.18±82.69

实验组 50 141.78±51.44 158.77±53.65 171.69±55.22 182.35±56.12 184.58±55.10

t/χ2 - 6.477 8.085 9.033 9.018 9.792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3 讨论讨论

产后出血主要是指产后出现阴道出血症状，根据循

证医学研究发现，产后出血的发生率在我国相对较高约为

5%，因此对于产后出血预防及治疗十分重要。研究表明产

后出血的原因主要是子宫因素、胎儿因素和其他因素 [6]。

而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产后出血均应该及时给予患者一定

的治疗干预，避免出血量的增加引起休克等严重的并发症
[7]。如何能够有效降低产后出血的发生率及出血量是目前临

床中最重要的问题。研究显示不同的护理干预措施对产妇

的产后出血影响不同 [8]。预防性护理是临床中十分常见的

护理干预方式，与常规的护理比较，其不仅能够有效预防

产后出血的发生风险，更能够通过针对性的护理计划实施

而降低出血总量，进而改善产妇的产后情况 [9]。

综上所述，对分娩后产妇采用预防性护理能够有效降

低其产后出血量，是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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