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医学研究 ·健康护理· 

 ·89·

无缝隙护理管理在妇产科护理中的应用 

及对院内感染发生的影响 

王  静 

宝鸡市妇幼保健院  陕西宝鸡  721000 

【摘  要】目的：对无缝隙护理管理应用于妇产科护理中的效果以及对院内感染发生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方法：通过对本院妇产科自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之间收治的妇产科患者作为研究的样本，通过纳入与排除的方式从中选取 162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的方式将患者分为人数相同的两组，每

组各 81 例患者，并根据为患者应用护理干预措施的差异将两组患者分别命名，其中采用常规护理干预措施一组患者命名为对照组，应用无缝隙护理管理的一组患

者命名为观察组。通过对两组患者在应用护理干预措施前后心理状态、患者护理满意度以及院内感染的发生率采取对比并分析，从而对不同护理措施的干预效果

进行探究。结果：通过对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在为患者应用无缝隙护理管理的护理干预措施之下，患者的心理状态有较为显著的提升，同时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提升也相对明显，患者院内感染的发生率明显的降低，并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通过对妇产科中的患者应用无缝隙护理管理干预措施，可以显

著的提升患者的心理状态与护理满意度，对患者进行较为全面的护理干预措施，同时能够通过对护理服务质量的提升，减少院内感染的发生概率，使患者的疾病

治疗效果得到保障，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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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对于临床护理的要求也随之越发严

格，对于患者而言，在进入医院治疗时，不但对治疗的水平有着严格的

要求，同时在住院的过程中，对于护理干预措施的需求也不断的升级。

在现代护理的不断发展下，对患者的临床护理干预措施也随之升级，传

统的护理干预措施往往是根据医嘱对患者的病情采取干预，对于患者的

心理状态以及患者的需求重视程度较低，导致患者在经过临床护理的干

预后，护理满意度往往达不到医院与相关科室的要求，同时由于常规护

理干预措施无法保障对患者疾病治疗的干预，从而导致院内感染的情况

时有发生，不但不利于患者疾病的治疗，甚至可能导致医患冲突等情况

的出现。在妇产科当中，由于患者在疾病的影响下导致其心理发生一定

的变化，在临床护理干预措施不完善的情况下，患者难以对自身的心理

状态进行调整，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1-8]。本次研究通过对在妇产科中应

用无缝隙护理管理措施的效果进行探究，对无缝隙护理管理应用于妇产

科中对患者的满意度以及对院内感染发生的预防效果做出了分析，做出

了如下的报道。 

一、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通过对本院妇产科自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之间收治的妇产科患

者作为研究的样本，通过纳入与排除的方式从中选取 162 例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的方式将患者分为人数相同的两组，每组各 81 例

患者，并根据为患者应用护理干预措施的差异将两组患者分别命名，其

中采用常规护理干预措施一组患者命名为对照组，应用无缝隙护理管理

的一组患者命名为观察组。纳入标准：患者经临床诊断为妇产科疾病，

并住院治疗；患者精神状态良好，意识清晰；患者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

并愿意参与调研。排除标准：患者存在重要脏器衰竭或者严重功能障碍；

患者精神状态差或者存在精神类疾病；患者不同意本次研究。对两组患

者的一般资料进行采集，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

异不显著，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因此本次研究可以进行。本次研究经过

本院伦理委员会认证，在研究前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均对本次研究知情同

意。 

2.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妇产科常规护理干预措施，为患者采用妇产科常规

用药、环境护理，并为患者应用生命体征监测以及常规健康宣教。观察

组患者在应用常规护理干预的前提下为患者应用无缝隙护理管理措施，

主要包括如下的干预措施：（1）情感交流：护理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需

要与患者之间形成较为良好的交流模式，不但需要增加与患者之间的沟

通次数，也需要掌握正确的沟通方法，从而能够在与患者的沟通中了解

到患者的诉求，进而能够对临床护理干预措施进行调整，使患者得到较

为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同时在与患者的交流过程中，也能够了解到患

者的疾病治疗情况以及患者的疾病变化，并更够及时的解决患者在住院

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使患者的满意度得到显著的提升。（2）人文

关怀：由于妇产科患者以及疾病的特殊性，因此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往

往存着在一定的抵触心理，护理人员在为患者采取护理干预措施时，需

要注重对患者的隐私保护，在保护患者隐私的同时注重自身的日常言行

举止，使患者能够感受到自身受到尊重，从而能够提升患者的护理依从

性。（3）针对性护理：在患者入院时，需要为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并

在对患者的病情与身体状况评估的同时与患者进行病情的交流，从而为

患者制定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与个性化的护理管理，从而保障患者在

疾病的治疗的过程中能够实现预见性的护理干预，并可以显著的提升患

者的疾病治疗效果。在患者治疗的过程中，由于存在院内感染的发生概

率，因此在为患者采取护理干预措施的同时，需要对科室的环境进行环

境干预，定期为科室进行消毒，并在科室中应用院内感染预防管理措施，

设立院内感染环境检测的制度，使护理人员能够认识到预防院内感染的

重要性，减少院内感染情况的出现，使患者住院期间的治疗效果得以保

障[9-16]。（4）生活护理：在患者住院的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者的

情况为患者采用生活护理干预措施，通过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从为

患者制定生活护理干预措施，从而能够使患者在住院的过程中感受到亲

切的关怀，从而使患者的住院质量得到提升，并能够使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得到显著的提升，使良好的呼唤关系得以形成。 

3.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在应用护理干预措施前后心理状态、患者护理满意度以

及院内感染的发生率采取对比并分析，从而对不同护理措施的干预效果

进行探究。 

4.统计学方法 

将研究所得数据利用 SPSS 22.0 软件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

比较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用（ sx  ）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健康护理· 预防医学研究 

 ·90·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心理状态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的变化，整理为表 1 的数据，可以

发现观察组患者的心理状态变化较为显著，并且组间差异明显，存在统

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心心理状态变化 

SAS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81 57.4±4.25 43.2±6.89 54.2±4.89 41.2±3.73

观察组 81 56.3±2.13 32.1±3.43 55.6±5.43 31.7±5.86

2.护理满意度 

整理两组患者出院时护理满意度的情况，整理为表 2 的数据，能够

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对照组患者有着较大的优势，并且差

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81 34 41 6 95.1 

观察组 81 49 32 0 100 

3.院内感染 

将两组患者住院过程中院内感染的发生情况整理为表 3 的数据，可

以发现观察组患者感染的发生情况明显减少，并且两组患者组间差役显

著，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  两组患者院内感染发生率 

组别 n 切口感染 呼吸道感染 胃肠道感染 发生率

对照组 81 2 1 3 7.4 

观察组 81 0 1 0 1.2 

三、讨论 

妇产科作为医院当中较特殊的科室之一，由于患者在入院治疗时受

到自身疾病所造成的影响，往往心理状态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在临床治

疗的过程中也可能由于护理干预不到位而导致其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降

低。在临床中，由于常规护理干预措施主要是为患者的病情采取护理，

对于患者的心理状态以及需求的关注度相对较低，这就导致患者在临床

治疗的过程中往往会以为护理人员对其的照顾不完善，从而导致出现护

患纠纷等问题的出现，不利于良好护患关系的形成[17-20]。 

无缝隙护理作为一种在临床中逐渐推广使用的护理措施，主要是为

患者提供连贯性以及连续性强的护理干预措施，保障患者临床护理的完

整性，从而能够使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接受较为全面的护理干预，同事

通过无缝隙护理管理模式的应用，也能够使护理人员了解到临床中自身

应当进行的工作内容以及为患者提供的护理干预措施。通过在患者的治

疗过程中，为患者应用心理护理、个性化的针对性护理等措施，使患者

在治疗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护理人员给予的关怀有利于良好护患关系的

形成。通过无缝隙护理管理模式在妇产科中的应用，可以使患者在疾病

治疗的过程中得到全面的护理干预，不但能够对患者的负面心理情绪有

所调整，也能够通过无缝隙护理管理模式的应用，减少患者住院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院内感染的概率，使患者的疾病治疗效果得到保障，同事有

助于良好护患关系的形成。 

在本次研究中，通过在妇产科中将传统护理干预措施与无缝隙护理

模式的应用效果进行对比，分析采用不同护理干预措施对妇产科中患者

造成的影响以及对院内感染防控中所能起到的效果。能够发信啊在应用

无缝隙护理管理模式的情况下，不但患者的心理状态可以得到明显的提

升，同时能够使患者感受到来自护理人员的关怀，提升患者的依从性。

因此能够得出结论，通过在妇产科中应用无缝隙护理管理干预措施，能

够显著的提升患者的疾病治疗效果，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使患者的心

理状态评分得以提升，并且可以显著的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使患者

院内感染的发生概率有所降低，在妇产科临床中应当被推广并及时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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