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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产科病房护理中的风险研究 
◆姚茹玉  安  静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摘要：目的：探究在产科病房实施护理风险干预对产科临床护理质量的

影响，分析产科临床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其处置对策。方法：

择取近一年我院产科收治的产妇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产妇的就诊时

间顺序随机等分为研究组和参照组，参照组产妇行产科常规护理，研究

组产妇行产科护理风险干预，比较两组产妇的护理效果，以及并发症发

生状况。结果：研究组产妇的护理效果指标均显著优于参照组，研究组

产妇的各类并发症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在产科病房中实施产科护理风险干预工作，针对产科临床

护理中存在的风险因素施加相应处置手段，对于改善产科住院产妇的生

活质量，降低各类并发症的发生可能性，具有显著的临床应用价值，值

得在临床实践中予以推广运用。 

关键词：产科病房；护理；护理风险；护理对策 

 

 

近一年时间里，我院在部分住院产妇的病房护理工作中运用
了护理风险干预，取得了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择取近一年我院产科收治的产妇作为本次研

究对象，年龄 21～39 岁，平均年龄（26.61±4.27）岁，其中包
含初产妇 190 例，经产妇 70 例，按照产妇的就诊时间顺序随机
等分为研究组和参照组，两组产妇的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1.2 护理方法 参照组产妇行产科常规护理，研究组产妇行
产科护理风险干预，其具体内容如下：（1）建构轻松安静的分娩
病房环境：产科住院病房中的绝大多数孕产妇都缺乏分娩实践经
验，同时经产妇相较初产妇往往会表现出更加显著的心理压力
（形如紧张、焦虑、抑郁、恐惧，以及孤独感等）状态。鉴于上
述情况，产科护士应当切实加强与待产妇的交流和沟通，帮助其
预先实现对分娩过程的系统全面了解，同时针对待产妇家属实施
产后基本护理工作实施要点的宣传教育，针对待产妇及其家属提
出的各类问题和困惑，及时给予针对性的解答和反馈，并在及时
处置待产妇心理情绪问题的基础上，有效改善护患关系，提升产
妇依从性。（2）通过实施护理风险评估提高预见性护理控制工作
的实践水平：在待产妇住院初期，护士应当全面收集其一般性临
床资料，包括基本生理体征，既往病史，历次产前检查结果报告
数据等，并在针对上述一般资料展开全面分析基础上，联合产程
预先检测结果中评估揭示的风险因素项目展开系统个案讨论，在
此基础上制定形成针对特定产妇个体的专有化护理风险管理实
施方案，并以此提升产妇围产期护理工作的综合质量，降低产科
住院病房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可能性。要切实为围产期产妇提供
人性化的护理服务支持手段，根据产妇院内日常活动的特点，在
住院病区及其周边区域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形如防滑标
志，感染区域警示标志等），降低产妇因院内意外因素发生风险
性事件的可能性，并结合产妇群体的日常生活需求，以及行为习
惯偏好施加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手段，切实提升产妇围产期住院期
间对临床护理工作的配合度。（3）切实加强产科护理工作人员的
护理专业知识技能培养工作力度。产科临床护理工作人员在日常
工作实践过程中，应当不断提升自身对护理学基础知识和实践操
作能力的学习掌握水平，同时要不断提升法律知识学习掌握能力
以及法律意识建构层次，并以此提升对产科临床护理实践过程中
各类风险要素的预防和控制能力，确保产科护理风险控制工作能
够顺利实现预期目标。产科护士，尤其是新入职护士，要积极参
与医院定期组织的产科护理知识技巧专题研讨会和座谈会，并以
工作周为单位，及时总结产科临床护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
题，并制实施针对性的解决处置手段。要系统全面学习掌握新生
儿护理工作的操作技巧，并将其积极引入运用于产科护理实践工
作过程中，切实减少产科病房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可能性，提升
新生儿群体的生命安全水平。（4）产科护士应当积极做好与产妇
家属的交流沟通活动，重点指导产妇及其家属掌握基本的新生儿

喂养知识技巧以及风险预防手段，保障新生儿的 佳生命发展状
态。 

1.3 临床评价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指标和并
发症发生状况。 

1.4 统计学方法 针对本次研究中涉及的数据选择统计学软
件包 SPSS19.0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的护理效果指标比较 行产科护理风险干预

后，研究组产妇的护理效果指标均显著优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3 讨论 
产科护理与医院一般护理工作相对照，本身具有一系列特殊

性，由于产科护理工作本身面对着一系列的风险因素，因而通常
也容易导致护患矛盾发生率显著提升。为切实提升产科临床护理
工作的开展质量，应当积极探索并运用开展产科护理管理工作的
针对性方法，为改善产科住院产妇的生存质量提供保障条件。产
科临床护理实践过程中本身涉及了多个类型的风险影响因素。由
于产妇自身在分娩知识的认知方面存在局限性，因而在产妇家属
不良行为干预的合并作用下，势必会导致产妇在围产期过程中出
现以过度恐惧、紧张，以及焦虑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负性情绪。在
此基础上，分娩产妇实际发生的异常分娩事件（比如巨大儿、多
胎分娩、软产道，以及胎儿位置异常等情况）、胎儿宫内窘迫、
以及新生儿窒息、非正常胎动、胎心率异常、羊水胎粪污染、产
后大出血和尿潴留等都是临床常见危险因素。有学者研究报告了
产科护理工作人员素质技能的建设发展水平对产科护理工作质
量的深刻影响，护理服务操作流程的不规范性和护换关系的建设
障碍能够给产科护理工作的质量水平造成严重的不良干预和影
响。 

本次研究过程中，研究组产妇的护理效果指标均显著优于参
照组，研究组产妇的各类并发症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参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上述研究结果充分证实了针对产科病
房住院产妇行产科护理风险干预的良好效果，值得推广运用。在
产科病房中实施产科护理风险干预工作，针对产科临床护理中存
在的风险因素施加相应处置手段，对于改善产科住院产妇的生活
质量，降低各类并发症的发生可能性，具有显著的临床应用价值，
值得在临床实践中予以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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