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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在妇产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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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优质护理干预在妇产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近一年（2021.08-2022.07）本院妇产科收治的

病例，进行系统抽样并随机分组。其中优质组行优质护理干预，而对比组则行常规护理。对两组护理效果观察并记录分析。

结果：两组病患入组前各项指标无显著差异，而经过两种不同模式的护理后，优质组的病患中，生活质量综合评分（94.72±1.41）
高于对比组（90.28±1.65），护理期间并发症发生率 2.44%低于对比组的 9.76%，对于护理的综合满意度（97.56%）高于对比

组（87.80%）。结论：优质护理干预在妇产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显著，能够有效改善病患生活质量，控制并发症的发生，病

患满意度更高，有效建立和谐护患关系，提升我科室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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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Analysis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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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ing.
Methods: The cases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f our hospital for nearly one year (2021.08-2022.07)
were systematically sampled and randomly grouped. The high quality group received high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the
contrast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observed and record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enrollment, but after two different modes of care,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high-quality group (94.72±1.41)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90.28±1.65),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during nursing was 2.44%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9.76%). The comprehensiv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97.56%)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7.80%). Conclusion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ing is significant,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control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effectively establish a harmonious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improve the reputation of our department.
Keywords: High quality nursing;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Appli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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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的妇科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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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此类患者的治疗期间，护理质量则直

接影响着患者的治疗效果与 生活质量，患者对医院服务水平

要求也 越来越高，护理质量需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而不 断向

前迈进。 努力打造高质量妇产 科护理模式成为 护理工作 者不

得不 考量的重点[2]。 基于 以 上 情况，我院开展了 关于 优质护

理干预在妇产 科中 的临 床护理研究，以 下 为 本次探究的详细

分析与 报告：

1 资料和方法

1.1资料

将近一 年（2021.08-2022.07）本院妇产 科收治的病例随

机选取 82例，作 为 本次研究的实验对象，进行系统抽样并

随机分组（优质组/对比组）各 41例。 两 组病患的资料注：P
＞0.05无统计学意义

纳入标准：病患认知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可进行自主

交 流，已知晓实验内容并同意配合研究完成。

排除标准：病患有精神疾病，认知异常；有其他 重症疾

病或存在治疗禁忌；中 断实验配合者。

1.2方法

1.2.1优质组

对本组病患采用优质护理干预：（1）环境护理：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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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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心理护理：观察患者需求，合理满足正当需求，

给予 充分的关心以 及爱护，掌握患者的基本情况、家庭背景、

职业 情况、文化背景、个 人 喜好与 兴趣爱好等。 妇产 科患者

经常出现内分泌失调现象，因此身体不 适必然引起心理不 安、

烦恼，疾病的疗效也 会相应受到影响。 在患者入院后应先与

患者进行认真仔 细的沟通，了 解患者目前的心理状态和心理

顾虑等。 根据了 解到的所有情况对患者进行心理问题解决，

耐心解答患者的疑虑，消除患者的顾虑和焦虑之 情。 耐心解

答患者疑虑，消除顾虑，建立信任 。 护理人 员清晰认识患者

为 弱势群体，在护理中 态度温和，给予 患者足够的耐心，多

注意患者的病情发展以 及身体状况，与 患者共同建立和谐护

患关系[3]。 （3）药物指导：安全和药物标准是护理工作 的重

中 之 重。 护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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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同理心护理：

除了 基本优化基本护理措施之 外，还应充分了 解患者、理解

患者。 清晰认识到，妇产 科的病人 身体往往生理遭受不 同程

度的痛苦，这些 疾病也 会带给患者沉重心理负担，在护理中

多陪患者聊天，关注患者心理变化，给予 患者适当疏导[4]。

同时在沟通过程中 ，注意患者隐私的保护，避免交 流中 出现

尴尬等情况。 护理人 员注意沟通技巧应用，用亲 切、热情、

礼貌的语言与 病人 交 流，耐心回答病人 的问题。 部分患者病

情较为 复杂，且 治疗过程长，康复过程慢，因此会导致患者

在一 定程度上 产 生各种各样的焦虑焦躁与 紧张恐惧等负面

情绪。 这时候最需要医护人 员的情绪疏导与 健康教育指导，

心理健康对人 体健康的影响远远比单纯生理状态更重要。 医

护人 员可面对面陪伴在患者身边，与 患者之 间建立简短有效

的沟通语言和心理指导，帮助患者了 解疾病知识，建立积极

治疗心态，调节负面情绪，并学会自我消化积极调节。 尊重

病人 的人 性化需求[5]。（5）病情监测：密切监测病人 的病情，

及时清理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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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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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健康护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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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记录所有病患的护理成效和满意

度，总结数据，分析结果[7]。

1.2.2对比组

对本组病患进行正常护理范围内的常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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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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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观察指标

详细记录并统计两 组病例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护理期

间的并发症与 病患对护理的综合满意度，建立数据统计分析

报告。

1.4统计学方法

SPSS20.0数据处理并分析，采用 t值/x2值检验，P＜0.05
则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两 组病患护理前后生活质量情况

本研究具体计算分析两 组观察记录，可发现优质组生活

质量评分高于 对比组，具体结果详情见下 文表 1：

表 1 两 组病患生活质量评分对比（x±s）

观察指标 优质组 对比组 t P

病例数 41 41 0.000 ＞0.05

情感
护理前 67.86±2.20 67.78±2.65 0.079 ＞0.05

护理后 87.73±2.75 74.24±2.40 19.562 ＜0.05

精力
护理前 67.15±2.61 67.14±2.65 0.145 ＞0.05

护理后 95.21±2.67 91.57±2.65 6.626 ＜0.05

疼痛 护理前 87.15±1.31 87.74±1.60 0.73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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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后 93.51±1.68 90.43±1.65 7.853 ＜0.05

睡眠
护理前 87.76±1.93 87.37±2.65 0.641 ＞0.05

护理后 93.38±1.26 91.10±1.27 7.742 ＜0.05

躯体活动
护理前 83.87±1.36 84.85±1.11 0.742 ＞0.05

护理后 92.54±1.22 90.05±1.74 9.236 ＜0.05

社会活动
护理前 86.54±1.04 86.76±1.12 0.521 ＞0.05

护理后 93.76±1.12 89.75±0.64 21.762 ＜0.05

综合评分
护理前 83.69±1.76 88.29±1.76 0.672 ＞0.05

护理后 94.72±1.41 90.28±1.65 12.673 ＜0.05

(注：上 接表 1）
2.2 两 组护理期间并发症发生情况

本研究具体计算分析两 组观察记录，可发现护理期间优

质组病患并发症发生少于 对比组，具体结果详情见下 文表 2：
表 2 两 组护理期间并发症发生对比（n，%）

观察指标 优质组 对比组 x2 P

病例数 41 41 0.000 ＞0.05

感染 0（0%） 1（2.44%）

产 后出血 1（2.44%） 1（2.44%）

胎儿窒息 0（0%） 1（2.44%）

难产 0（0%） 1（2.44%）

总发生率 1（2.44%） 4（9.76%） 6.383 ＜0.05

2.3 两 组病患对于 护理的满意度情况

本研究具体计算分析两 组观察记录，可发现优质组病患

满意度(97.56%)高于 对比组(87.80%)，具体结果详情见下 文

表 3：
表 3 两 组病患对于 护理的综合满意度对比（n，%）

观察指标 优质组 对比组 x2 P

病例数 41 41 0.000
＞

0.05

非常满意 30（73.17%） 18（43.90%）

一 般满意 10（24.39%） 18（43.90%）

不 满意 1（2.44%） 5（12.20%）

总满意度 40（97.56%） 36（87.80%） 8.338
＜

0.05
3 结论

在妇产 科的护理工作 中 应用优质护理干预，可以 进一 步

提升整体护患沟通效率，让护理人 员同患者可以 建立融洽的

护患关系，提升护理质量。 在常规护理中 ，增加沟通技巧，

确保护患之 间的距离进一 步拉近，有效改善患者健康生活方

式进而提升生存质量。 根据本实验探究报告可发现，两 组病

患入组前各项指标无显著差异，而经过两 种不 同模式的护理

后，优质组的病患中 ，生活质量综合评分（94.72±1.41）高

于 对比组（90.28±1.65），护理期间并发症发生率 2.44%低于

对比组的 9.76%，对于 护理的综合满意度（97.56%）高于 对

比组（87.80%）。

从 各项实验数据的结果上 能够明显观察到，优质组各项

结果均优于 对比组。

因此，通过对两 组病例的实验观察和记录报告，可以 得

出以 下 结论：优质护理干预在妇产 科护理中 的应用效果显著，

能够有效改善病患生活质量，控制并发症的发生，病患满意

度更高，有效建立和谐护患关系，提升我科室口碑。 这也 符

合其他 专 家对这一 研究的结果，有望积极应用于 临 床护理工

作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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