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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产褥期护理中临床护理路径的应用效果妇产科产褥期护理中临床护理路径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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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妇产科产褥期护理用临床护理路径的价值。方法：对 2022年 6月 -2023年 5月本院妇产科接诊产

褥期产妇（n=120）进行随机分组。试验和对照组各 60人，前者采取临床护理路径，后者行常规护理。对比并发症等指标。

结果：关于并发症：试验组发生率低至 1.67%，而对照组数据则达到了 15.0%，相比较下，试验组发生率更低（P＜ 0.05）。

恶露持续时间和泌乳始动时间：试验组数据只有（2.14±0.65）d、（13.15±2.59）h，而对照组数据则达到了（4.05±0.97）d、

（25.78±7.56）h，相比较下，试验组的时间更短（P＜ 0.05）。护理质量：试验组数据达到了（98.25±0.79）分，而对照组

数据则达到了（89.47±2.18）分。相比较下，试验组护理质量更高（P＜ 0.05）。满意度：试验组数据达到了 96.67%，而

对照组数据则只有 83.33%，相比较下，试验组满意度更高（P＜ 0.05）。结论：妇产科产褥期护理用临床护理路径，并发

症发生率更低，护理质量更高，身体机能恢复更快，满意度提升也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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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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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 for puerperium nursing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Methods: 

120 wome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2 to May 2023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ial and control group were 60 people each, with the former taking the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and the latter taking 

routine nursing. The complications and other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Regarding complications: 

the incidence was as low as 1.67%,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15.0%, with a lower incidence in the trial group (P <0.05). Lochia 

duration and lactation initiation time: the trial group data reached only (2.14±0.65) d, (13.15±2.59) h,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data 

reached (4.05±0.97) d, (25.78±7.56) h, compared to the trial group time was shorter (P<0.05). Quality of nursing: The trial group 

data reached (98.25±0.79) poin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data reached (89.47±2.18) points. In comparison, the quality of nursing in the 

trial group was higher (P<0.05). Satisfaction: The data of the test group reached 96.67%, while the data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83.33%. By compariso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rial group was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nursing path of puerperium 

nursing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as a lower complication rate, higher nursing quality, faster physical function recovery, and 

more obvious satisfaction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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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而言，其在分娩后需要经过产褥期这个比较特

殊的阶段，其时长在 6-8w的范围之内 [1]，若在此阶段当中，

产妇不能得到细致性与全面性的护理，将极易出现各种问

题，进而对其机体组织功能的恢复造成了影响 [2]。本文选

取 120名产褥期产妇（2022年 6月 -2023年 5月），着重

分析临床护理路径用于妇产科产褥期的价值，如下。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均分 2022年 6月 -2023年 5月本院妇产科接诊

产褥期产妇（n=120）。试验组 60人的年纪范围 21-39

岁，均值达到（27.93±2.56）岁；孕周范围 37-41w，均值

达到（38.79±0.65）w；产前体重范围 59-85kg，均值达到

（65.36±4.79）kg。对照组 60人的年纪范围 21-38岁，

均值达到（27.86±2.71）岁；孕周范围 37-42w，均值达

到（38.85±0.69）w；产前体重范围 60-86kg，均值达到

（65.74±5.02）kg。纳入标准：（1）产妇对研究知情；（2）

产妇无精神和心理疾病；（3）产妇资料齐全；（4）产妇

非过敏体质；（5）产妇意识清楚。排除标准 [3]：（1）认

知障碍；（2）中途退出研究；（3）全身感染；（4）沟通

障碍；（5）癌症；（6）传染病；（7）心理疾病。2组产

前体重等相比，P＞ 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2组常规护理：体征观察、注意事项告知与基础护理。

试验组加用临床护理路径，内容如下：（1）组建临床护理

路径小组，任命护士长为组长，从科室中选拔高资历的护

士 5-6人入组，并对他们进行培训。开展小组会议，分析

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制定个体化的

临床护理路径表。（2）产后，积极安抚产妇情绪，注意观

察产妇心态变化。主动与产妇交谈，与产妇谈论一些感兴

趣的话题，以吸引产妇注意力，消除产妇不良心理。找到

产妇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帮助其解决心理问题。向产

妇介绍预后较好的案例，提高其自信。（3）合理控制产妇

饮食，嘱产妇切勿暴饮暴食。建议产妇吃高营养的清淡饮

食，不吃辛辣、生冷和油腻的食物。根据产妇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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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情调整其饮食结构。嘱产妇多吃果蔬，多喝温水，多吃

高蛋白与高纤维的食物。（4）协助产妇取舒适的体位，并

以 2-3h为周期，让产妇翻身 1次，同时对产妇的肢体和受

压部位进行按摩。监测病人各体征，积极处理产妇的异常

状况。对于剖宫产者，需注意观察其双下肢足背动脉搏动、

皮温与皮肤颜色等情况，若有异常，立即上报。若条件允

许，可向产妇提供弹力袜等物品，以有效预防深静脉血栓

的发生。观察病人阴道出血情况，若出血量比较大，需立

即处理。（5）采取多种模式相结合法，如：视频宣教、口

头教育和发放宣传册等，向产妇普及产褥期健康知识，告

诉产妇母乳喂养的好处，鼓励产妇尽早对新生儿进行哺乳。

通过模具示范的方式，向产妇展示母乳喂养的方法与技巧，

让产妇能够更好的喂养新生儿。（6）询问产妇感受，指导

产妇通过按摩、看电视、冥想与呼吸疗法等途径转移注意力，

减轻疼痛感。对于疼痛剧烈者，可对其施以镇痛治疗。（7）

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及时告诉家属产妇的康复进程，让

家属能够安心。嘱家属要保护好产妇的隐私，在产妇哺乳

与更换产褥垫的过程中，要拉上床帘。（8）根据产妇实际

情况，指导其做适量的肢体主 /被动训练。若产妇身体允许，

可协助其下床活动，如：缓慢行走等。

1.3评价指标

1.3.1统计 2组并发症（压疮，及便秘等）发生者例数。

1.3.2记录 2组恶露持续时间与泌乳始动时间。

1.3.3评估护理质量：涵盖了操作水平与基础护理等多

个方面的内容。总分 100。

1.3.4调查 2组满意度：有不满意（0-75分）、一般（76-90

分），及满意（91-100分）这三个等级。计算满意度参考：

（一般 +满意）/n*100%。

1.3.5记录 2组住院时间。

1.4统计学分析

SPSS23.0的作用：处理数据。t作用：检验计量资料，

也就是（
sx ± ）。χ2作用：检验计数资料，也就是 [n（%）]。

而 P＜ 0.05的含义是：差异显著。

2 2 结果结果

2.1并发症分析

经统计，可知：从并发症这项指标上分析，试验组发

生率低至 1.67%，而对照组数据则达到了 15.0%。相比较下，

试验组发生率更低（P＜ 0.05）。如表 1。

表 1 并发症数据罗列表 [n，（%）]

组别 例数 压疮 感染 便秘 产后出血 发生率
试验组 60 0（0.0） 1（1.67） 0（0.0） 0（0.0） 1.67
对照组 60 3（5.0） 4（6.67） 1（1.67） 1（1.67） 15.0
X 2 7.0892
P 0.0246

2.2康复指标分析

从恶露持续时间和泌乳始动时间这两项时间上分析：

试验组数据只有（2.14±0.65）d、（13.15±2.59）h，而对照

组数据则达到了（4.05±0.97）d、（25.78±7.56）h。相比较

下，试验组的时间更短（t1=4.3126，t2=7.1934，P＜ 0.05）。

2.3护理质量分析

经评估，可知：从护理质量这项指标上分析，试验

组数据达到了（98.25±0.79）分，而对照组数据则达到

了（89.47±2.18）分。相比较下，试验组护理质量更高

（X
2
=7.9136，P＜ 0.05）。

2.4满意度分析

经调查，可知：试验组，不满意 2人、一般 11人、满

意 47人，本组满意度达到了 96.67%（58/60）；对照组：

不满意 10人、一般 15人、满意 35人，本组满意度只有

83.33%（50/60）。相比较下，试验组满意度更高（X
2
=7.3931，

P＜ 0.05）。

2.5住院时间分析

从住院时间这项指标上分析：试验组数据只有

（3.95±0.57）d，而对照组数据则达到了（5.82±0.74）d。

相比较下，试验组住院时间更短（t=4.1361，P＜ 0.05）。

3 3 讨论讨论

产妇在产褥期中比较容易出现感染与产后出血等并发

症，而这些并发症的发生除了会给产妇造成较大的痛苦之

外，还会延长其康复时间，影响预后，故，需积极防治 [4,5]。

另外，多数产妇在产后也会出现不良情绪，使得其依从性

降低，进而对其康复进程造成了影响 [6,7]。临床护理路径乃

专科护理模式，需要根据产妇的实际需求，对临床护理路

径表进行制作，然后再严格按照路径表中的内容，对产妇

进行干预，以在最大限度上提升产妇的护理质量，减少并

发症发生几率，确保产妇身心健康 [8]。临床护理路径实施

的过程当中，护士需从母乳喂养、认知干预、隐私保护、

情绪疏导、体位管理与饮食调整等多个方面出发，予以产

妇细致性与专业化的护理，以缩短产妇泌乳始动时间，提

高产妇康复效果 [9-11]。

王岚的研究 [12]中，对 300名产褥期产妇进行了常规护

理，并对其中 150名产妇加用了临床护理路径，结果显示：

联合组住院时间只有（2.26±0.35）d，比常规组（3.66±1.03）

d短；联合组满意度达到了 98.0%（147/150），比常规组

82.67%（124/150）高。表明，临床护理路径对缩短产妇住

院时间和提高产妇满意度等都具有显著作用。本研究，从

住院时间这项指标上分析：试验组数据比对照组短（P＜

0.05）；经调查，可知：从满意度这项指标上分析，试验

组数据比对照组高（P＜ 0.05），这和王岚的研究结果相似。

经统计，可知：从并发症这项指标上分析，试验组发生率

比对照组低（P＜ 0.05）；从恶露持续时间和泌乳始动时

间这两项指标上分析：试验组数据比对照组短（P＜ 0.05）；

经评估，可知：从护理质量这项指标上分析，试验组数据

比对照组高（P＜ 0.05）。

综上，妇产科产褥期护理用临床护理路径，产妇的住

院时间更短，并发症发生率更低，康复进程更快，护理质

量更高，满意度改善也更加明显，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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