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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护理中的人文关怀与心理护理探讨分析

杨正群

贵州省贵定县妇幼保健院 贵州 贵定 551300

【摘 要】：目的：探究妇产科护理中的人文关怀与心理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本院妇产科近一年（2020.05-2022.05）
来院进行治疗的患者，进行分组对比的方法进行实验观察与研究。其中一组为 A组，进行常规护理并观察记录结果；另一组
为 B组，采用人文关怀与心理护理干预，进行观察报告。结果：在无其他客观因素干扰时，经过护理干预后 B组患者的 SAS
焦虑评分（32.18±2.34）、SDS抑郁评分（31.80±4.32）、SCL-90症状量表评分（1.14±0.35）均低于 A组患者的（47.83
±4.15）、（45.22±5.42）、（2.07±0.48），表示 B组病患心理状态更好，症状改善更佳。而 B组患者对于护理的综合满意
度（非常满意+基本满意）为 98.04%，共计 50例，此项数据则高于 A组的 86.27%、44例。从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各项实验
观察数据来看，B组均优于 A组。结论：在妇产科患者护理中实行人文关怀与心理护理干预，能有效改善科室内患者的护理
效果，患者心理状态以及临床症状改善均有所提升，并且能有效提高患者对于护理的综合满意度。此法甚为有效，应值得在

临床护理中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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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umanistic care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ing. Methods: The patients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for treatment in the past year (2020.05-2022.05) were selected for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by grouping and comparing. One group was group A, receiving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observing and recording the results; The other group was group B, which used humanistic care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to observe and report. Results: Without the interference of other objective factors, the SAS anxiety score (32.18 ± 2.34), SDS

depression score (31.80 ± 4.32) and SCL-90 symptom scale score (1.14 ± 0.35) of patients in group B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patients in group A (47.83 ± 4.15), (45.22 ± 5.42) and (2.07 ± 0.48)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indicating that patients in group B had

better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better symptom improvement. The comprehensive satisfaction (very satisfied+basically satisfied) of

patients in Group B was 98.04%, with a total of 50 cases, which was higher than 86.27% and 44 cases in Group A. From the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data of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group B is better than group A.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istic care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in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ursing effect of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nursing. This method is very effective, and should be

vigorously promoted in clinic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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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患者主要是怀孕和分娩期间的妇女。这些病人往

往更有心理压力，经常容易带有焦虑、紧张和其他情绪。此

外，其他类型的妇女疾病，也会有复杂、治疗时间长、治疗

护理的时间更长等特点，如果需求得不到满足、情绪不佳，

这种疾病不仅影响正常药物的治疗效果，甚至引发治疗外更

严重的并发症[1]。与此同时，对病人的护理不足也可能对护

理人员的工作心态产生不良影响，引发恶性循环。因此，妇

产科病人得到良好护理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科学和有效

的护理不仅可以提高病人治疗的效率，而且可以为病人的进

一步康复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2]。对妇产科患者采取人道主

义和多层次、以需求为导向的心理护理，如考虑到身体、心

理、精神、文化、环境等因素，从多方面改善患者的治疗和

护理工作，使患者获得最佳护理效果。以下是本科室对此的

具体研究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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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此项研究工作是我科室在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和同

意下发起的。近一年来（2020.05 年至 2022.05 年），共挑选

了 102 名妇产科病人。选入标准：①患者认知正常，没有精

神疾病，可以自主交流。②无其他严重疾病或为治疗该疾病

而注明的抗期。实验研究得到了病患本身的同意。作为这项

研究的一部分，为了确保研究取得进展并提高其效率，我院

医务人员强调有必要采用分组比较方法开展这项研究。两组

均按系统编号和随机抽样平均划分，每组 51 例。详情见下

文表 1-1。

表 1-1 两组患者资料（n，x±s）

观察指标 A组 B组 P

病例数 51 51 ＞0.05

年龄

最小 20 19

＞0.05最大 60 62

平均年龄 37.45±3.56 38.35±4.11

疾病类型例数分布

子宫肌瘤 17 16

＞0.05慢性盆腔炎 11 10

孕产妇 23 25

妇科病程（月）分布

最短 1 0.5

＞0.05最长 14 12

平均值 5.43±3.01 5.51±3.02

孕产妇孕周分布

最短 19 23

＞0.05最长 37 38

平均值 28.34±3.25 30.45±2.11

注：两组之间差异不大，p>0.05，这在统计学上并无意

义。

1.2 方法

（1）A组：正常护理范围内的病患护理。护理方式

①健康教育：向病人介绍妇产保健以及产前和产后护理。

②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每次体检，制定相应的患者治疗

方案，进行症状对应治疗。③密切监测病人病情，及时调整

护理措施。④用药指导：在护理过程中，为用药患者制定标

准用药指导。⑤饮食指导：为患者饮食提供科学指导，迅速

纠正非科学饮食习惯。⑥健康知识宣教，指导患者合理锻炼

和科学用餐，帮助患者共同制定健康锻炼的日常规划表和日

常健康食谱。⑦记录病人护理成效和护理满意度的所有影响，

总结数据，分析结果。

（2）B组：进行人文关怀与心理护理干预，实施方法：

①设立人文关怀与心理护理特别工作组。这个小组的所

有成员都是经验丰富的护士，工作七年以上。组长是有十多

年妇产科经验的护士长。对小组所有成员的护理技术、个人

操作、专业基础等实际问题一一进行调查，并明确解决目前

观察到的工作现状，以及解决所有人文关怀与心理护理的问

题和不足之处，培训专业知识[3]。②环境保健：创造卫生、

安全和舒适的保健环境。日常环境消毒和窗户通风，确保室

内空气自然流通；正确调节房间的温度和湿度，注意房间中

的正确光线；床褥的及时更换以提高病人护理的舒适性。③

心理护理：妇产科患者主要是孕产妇，产前孕妇一般会有各

种不舒服的妊娠反应，产后产妇也会因生育而产生各种后遗

症。因此身体不适必然会导致心理不安、烦恼，护理的效果

也会受到影响，医务人员应适度地与病人沟通良好，给予更

多鼓励，耐心地回答病人的各种问题，树立积极的治疗精神
[4]。④药物咨询：安全和药物标准是护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保健人员严格遵守医疗指示，遵守医疗标准，向使用药物的

病人提供标准药品的指示，保存药品记录，迅速纠正病人不

正确的医疗习惯，并管理风险。⑤帮助病人及时进行身体清

洁卫生工作，防止感染，保证病人舒适；帮助病人调整舒适

的康复位置。⑥密切监测病人的病情，及时清理伤口。对于

产妇，详细介绍身体恢复方法和科学营养摄入的要点，向产

妇介绍与新生儿的正确接触方式，向产妇和家庭介绍母乳喂

养的好处，并帮助产妇开奶，向患者家属介绍产后修复与保

养要点，及时注意患者的生理心理变化，及时应对异常情况。

⑦日常护理：身体状况与病人的日常生活习惯、饮食规律密

切相关。医护人员通过面对面交流和科学普及，普及患者科

学健康生活的理念。根据病人的陈述和日常观察保持记录，

总结病人的生活和饮食特点，及时纠正病人的非科学生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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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习惯，帮助病人根据病情和治疗进展制定科学和健康的

饮食指南。建议不要吃又冷又硬又刺激的食物，蛋白质摄入

量必须足够[5]。⑧记录所有患者的护理成效和满意度，总结

数据，分析结果。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的护理前后 SAS 焦虑与 SDS 抑郁量评分以及

SCL-90 症状量表评分、护理满意度调查分析，进行数据分

析并总结。

1.4 统计学方法

SPSS18.0 数据分析，t/x²值检验，P＜0.05 具统计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心理、临床症状情况比较

通过对两组患者的实验观察，记录具体的计算和分析结

果。护理后，B组焦虑、抑郁、临床症状评分均低于 A组，

详情见表 2-1：

表 2-1 两组心理、临床症状情况比较（x±s）

组

别
N

SAS SDS SCL-90

护理

前

护理

后

护理

前

护理

后

护理

前

护理

后

A

组

5

1

57.45

±5.75

46.24

±3.67

53.45

±6.14

44.24

±4.66

3.57±

0.89

2.32±

0.32

B

组

5

1

58.12

±5.14

31.24

±2.11

54.12

±4.55

31.25

±3.14

3.35±

0.84

1.09±

0.28

x2 0.652 6.143 0.257 7.563 0.236 4.257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满意度比较

通过对两组患者的实验观察，记录具体的计算和分析结

果。护理后，B组护理满意度（96%）高于 A组（78%），

详情见表 2-2:

表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对比（n，%）

组

名
N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A

组

5

1

23

（45.10%）

21

（41.18%）

7

（13.73%）

44

（86.27%）

B

组

5

1

30

（58.82%）

20

（39.22%）

1

（1.96%）

50

（98.04%）

x2 9.547

P ＜0.05

3 结论

由于生理和病理特点，妇产科患者同时受到体内激素水

平波动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偶尔会产生焦虑、抑郁和其他不

良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干预，可能会对孕妇本身和胎儿

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妇科和产科护理均应遵循以人为本的

护理概念，以病人为中心，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护理工作，

最大限度地为病人提供全面的人文关怀与心理护理，以帮助

患者由内而外建立信心，积极配合治疗与护理。同时，护理

管理人员也要注意初级护理人员的合理需要。护理工作不仅

仅是一个机械的逐步工作，需要护士将专业知识和高度的工

作责任使命结合起来，以便长期全面完成工作实施，对于实

施护理的工作人员来说，同样也需要适当的人文关怀与心理

护理。

由本实验结果报告可见，在无其他客观因素干扰时，对

于采用人文关怀与心理护理的B组患者，经过护理干预后其

SAS 焦虑评分（32.18±2.34）、SDS 抑郁评分（31.80±4.32）、

SCL-90 症状量表评分（1.14±0.35）均低于 A组患者的（47.83

±4.15）、（45.22±5.42）、（2.07±0.48），表示 B组病患

心理状态更好，症状改善更佳。而 B组患者对于护理的综合

满意度（非常满意+基本满意）为 98.04%，共计 50 例，此项

数据则高于 A组的 86.27%、44 例。所有实验观察结果均显

示，B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均优于 A组。

由此，通过对两组患者的观察调研报告可知，在妇产科

患者护理中实行人文关怀与心理护理干预，能有效改善科室

内患者的护理效果，患者心理状态以及临床症状改善均有所

提升，并且能有效提高病人对护理的总体满意度。这与其他

国内外专家关于这类研究的结果相吻合，具有广泛应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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