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eventive medicine research 预防医学研究,2020 第 2 卷第 1 期                                      ISSN：2705-0459 

 32

临床护理路径在妇产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高源 

（江阴市南闸医院  江苏无锡  214405) 

【摘要】目的：对临床上的妇产科护理工作中采取临床护理路径进行干预，探究其临床应用效果。方法：在我院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临床妇产科患者中抽选出 100 例进行本次研究，并将 100 例患者随机均分成研究组 50 例和对照组 50 例，其中给予研究组施于

临床护理路径进行管理，给予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对两组产妇不同护理管理下的相关护理效果、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等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经调查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采取临床护理路径干预后，其护理效果以及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且两组患者的数据结果相比较差异相

当显著，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临床上对妇产科患者给予护理路径进行护理工作管理，能有效促进临床护理效率，降低护理风险，

明显提高了患者护理期间的满意度，在临床上具备大力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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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是医疗服务工作中的一项管理模式，其主要目的是

为了更高效提升临床治疗效果，全面分析疾病类型并针对存在的治疗

与护理隐患给予应对措施。临床护理路径管理模式是以时间轴、护理

内容、护理流程以及落实护理服务工作责任制等方面变得更加细节

化，属于临床护理服务中的一项新型管理模式。临床护理路径的护理

流程更加科学合理化，护理安全性也明显提升，有效降低了临床护理

风险的发生。本文对对临床上的妇产科护理工作中采取临床护理路径

进行干预，探究其临床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1 一般资料 

在我院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临床妇产科患者

中抽选出 100 例进行本次研究，并将 100 例患者随机均分成研究组

50 例和对照组 50 例。研究组中选择自然分娩的产妇有 38 例，剖宫

产的产妇有 12 例，初产妇有 33 例，再产妇有 17 例，年龄平均在 25~46

岁范围内；对照组选择自然分娩的产妇有 32 例，剖宫产的产妇有 18

例，初产妇有 28 例，再产妇有 22 例，年龄平均在 23~46 岁范围内。

两组产妇在临床上选择的分娩方式、初产情况以及再产情况、年龄等

基本信息比较不存在明显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给予研究组施于临床护理路径进行管

理；临床护理路径内容包括：建立专业的妇产科护理组、改善临床护

理流程、建立健全的临床护理考核制度[1]。建立专业的妇产科护理组：

由各个科室的主任作为小组的直接领导，护士长担任小组的组长，各

个科室抽取出专业性较高的护士作为组员，并由组长明确各个组员在

护理组中的所担任的角色与护理职责，建立弹性排班制度，科学合理

的安排组员工作内容。临床疾病范围和护理实施方案等均由护理小组

进行审定。改善临床护理流程：要明确妇产科患者入院办理的具体流

程、对患者机体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制定护理方案，并及时反馈护理

信息，将护理路径管理具体的实施流程细化成为患者提供全面的入院

指导、建立患者个人档案、病情评估等方面进行。同时加强临床病房

环境管理、药物护理管理以及不良反应护理管理等，为患者制定科学

合理的膳食计划，配合上科学的康复护理训练进行干预，按部就班落

实好每一项护理环节。建立健全的临床护理考核制度：临床护理路径

有效促进了临床护理质控标准的落地，对医院各科室护理服务工作进

行了一系列的监督和把控，对临床护理工作进行相应考核，并进行考

核评分是对临床医护人员在提供护理工作服务质量是否达标的基础，

临床护理工作监督到位，临床上出现不良反应的几率及护理不满意的

投诉率均会明显降低。 

1.3 评价指标 

观察两组产妇临床护理效果、护理满意度等结果比较。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料用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 x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效果比较 

经数据统计分析，研究组临床护理效果表现为：显效 34 例，有

效 13 例，无效 3 例，临床护理总效率 94%；对照组患者临床护理效

果表现为显效 19 例，有效 20 例，无效 11 例，临床护理总效率 78%；

结果显示研究组与对照组之间的疗效存在较大差异，且研究组疗效更

佳，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满意度结果比较 

研究组满意 48 例，满意度 96%；对照组满意 36 例，满意度 74%；

研究组结果明显优于对照组，且两组结果比较存在明显差异，具备统

计学意义（p<0.05）。 

3.结语 

当前我国临床医疗服务工作中的护理工作已从传统护理模式向

新型护理模式转换，主要围绕着以人为本，整体提升临床护理工作全

面系统化、高效化。在优化临床护理工作的过程中，通过完善整体的

护理路径，逐步为医疗服务工作中的优质护理工作奠定了坚硬的基

础，将优质护理内容充分补充到各个科室的护理服务工作中，并对医

院各科室护理服务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监督和把控[2]。临床护理路径

管理模式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各科室临床护理服务工作的流程和内容，

对医院内各科室护士的成长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本文调

查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采取临床护理路径干预后，其护理效果以及

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且两组患者的数据结果相比较差异相当显

著，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综上所述，临床上对妇产科患者给

予护理路径进行护理工作管理，能有效促进临床护理效率，降低护理

风险，明显提高了患者护理期间的满意度，在临床上具备大力推广应

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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