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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优质护理新模式对自然分娩的促进作用
李春梅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三人民医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  要】目的：探讨产科优质护理新模式对自然分娩所发挥的促进作用。方法：选择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至
我院分娩的 100 例产妇当做研究对象，并以抽签法将入选对象随机均等划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采
用常规模式施护，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产科优质护理新模式施护，对两组自然分娩率、产后 2h 出血量、汉密尔顿
（HAMD）评分、下床活动时间以及满意度加以对比。结果：观察组的自然分娩率以及总体满意率均比对照组高，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的产后 2h 出血量、HAMD 评分以及下床活动时间均比对照组低，差异
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产科优质护理新模式的应用能够提升产妇自然分娩的概率，减少产后出血量，
并且还能够使产后出现的负性心理得以减弱，使产妇早日实现恢复，使产妇的满意度得到提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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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是人类代代生息繁衍的方式和过程，但在分娩

的过程中出现的疼痛感比较明显，会使产妇出现一定的

心理负担，导致产妇对自然分娩丧失信心，从而使剖宫

产率上升，使产妇受到心理及生理上的双重打击 [1]，在

产妇分娩过程中，护理干预是非常重要的，随着临床护

理的发展，优质护理服务以其“患本”理念逐渐在临床

护理中推广应用，且得到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2]。为了研

究优质护理新模式在产科的应用效果以及对自然分娩产

生的促进作用，本次研究选择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至我院分娩的 100 例产妇当做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现

将报道示下。

1 资料以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至我院分娩的 100

例产妇当做研究对象，并以抽签法将入选对象随机均

等划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 50 例。观察组年龄区间

为 22~38 岁，均龄（28.42±2.37）岁；孕周 38+4~41+3

周，平均孕周为（39.83±3.94）周。对照组年龄区间为

21~36 岁，均龄（28.07±2.34）岁；孕周 38+1~41+5 周，

平均孕周为（39.79±3.92）年。所有产妇均对此次研究

知情，且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此次研究已获院内伦理委

员会批准，且两组经对比一般资料，差异不明显，无统

计学意义，P＞ 0.05，两组可比。

1.2 方法

对照组以常规模式施护，主要包括健康宣教、饮食

指导、心理护理、产后指导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

产科优质护理新模式，内容如下：

（1）为患者提供优质环境：护理人员应该为产妇

提供整洁、安静、卫生、温馨的住院环境，并注重保护

产妇隐私，对产房定期通风，保证室内温度及湿度适宜。

（2）提供优质健康指导：护理人员应该向产妇普

及分娩知识，提高产妇对分娩的认知度，通过与产妇之

间密切交流，及时了解产妇心理特征，针对存在恐惧、

紧张、焦虑等负性心理的产妇给予心理疏导，并对产妇

给予鼓励，通过讨论其他令人愉悦的话题来使产妇的注

意力分散，使其情绪得以稳定。此外，还应该对产妇家

属进行教育，使其掌握产期保健、胎教、分娩征兆、分

娩技巧、待产注意事项等，从而保证产妇分娩过程中的

安全性。

（3）提供优质的饮食指导：由于自然分娩需要产

妇宫缩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便要求产妇体力必须符合

相应的要求，故护理人员应该为产妇制定科学的饮食计

划，嘱咐产妇家属在照顾产妇日常饮食时，提供牛奶、

鸡蛋、鸡汤等食物，从而保证产妇营养的同时，更有助

于产妇睡眠质量的提升。

（4）提供优质护理服务：护理人员在对产妇施护

过程中，应该端正服务态度，以温和的语气与产妇沟通，

并尽量满足产妇的各种合理需求，当产妇步入产程活跃

期之后，应该为产妇提供轻柔、优美的轻音乐，从而使

产妇血压、呼吸频率以及心率得以平稳，使肾上腺激素

的释放得以减少，从而使产妇出现的疼痛感减少。

1.3 观察指标

此次研究选择的观察指标包括自然分娩率、产后 2h

出血量、汉密尔顿（HAMD）评分 [3]、下床活动时间以及

总体满意率。

1.4 统计学处理

研究使用统计学软件版本为 SPSS20.0，将（x±s）

代表计量资料，经 t 检验，将 % 代表计数资料，经 X2 检

验，差异明显时，有统计学意义，P＜ 0.05。

2 结果

2.1 两组自然分娩率对比

观察组自然分娩产妇共 46 例，自然分娩率为 92%；

对照组自然分娩产妇共 38 例，自然分娩率为 76%。观察

组的自然分娩率相较于对照组更高，差异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P＜ 0.05，X2=1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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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各临床指标对比

如表1所示，观察组的产后2h出血量、HAMD评分、

下床活动时间相较于对照组更具优势，差异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P＜ 0.05。

表 1		两组各临床指标对比（x±s）

组别
产 后 2h 出 血 量

（ml）

HAMD 评 分

（分）

下 床 活 动 时 间

（d）

观察组（n=50） 209.41±18.94 8.94±0.81 2.92±0.27

对照组（n=50） 267.81±26.38 14.63±1.54 4.07±0.39

t 5.941 5.647 5.028

P ＜ 0.05 ＜ 0.05 ＜ 0.05

2.3 两组满意度对比

如表 2 所示，观察组的总体满意率相较于对照组更

高，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 2		两组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体满意率

观察组 50 28（56.00） 21（42.00） 1（2.00） 0（0.00）49（98.00）

对照组 50 17（34.00） 23（46.00） 8（16.00）2（4.00）40（80.00）

X2 12.841

P ＜ 0.05

3 讨论
分娩是女性人生中重要的经历，在这一经历之中，

产妇在身心上均会承受较大的痛苦，尤其是自然分娩带

来的疼痛感，容易使产妇出现恐惧、焦虑等负性心理，

导致很多产妇因对此惧怕而选择剖宫产分娩，若产妇实

施剖宫产后，因受切口疼痛及子宫收缩的影响，容易出

现多种并发症，从而使母婴健康受到影响，故怎样引导

产妇选择自然分娩尤为重要 [4]。在常规护理过程中，虽

然护理人员能够对产妇进行健康教育，但教育的结果并

不深刻，且护理人员对自然分娩的优势宣传并不到位，

心理护理配合效果也不佳，导致剖宫产率上升。而优质

护理新模式的形成能够以产妇为中心，做好健康教育及

思想工作，满足产妇的心理及生活需求，从而使产妇自

然分娩的意愿得以坚定 [5]，并且优质护理新模式的实施

更加有利于术后恢复，从而能够改善护理效果。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通过实施产科优质护理新模式，

其自然分娩率以及总体满意率均比对照组高，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的产后 2h 出血量、

HAMD 评分以及下床活动时间均比对照组低，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由此可见，优质护理新模式

的实施不仅能够提升护理的效果，而且还能够减轻患者

的心理负担，增强产妇产后的恢复效果，使患者对护理

更为满意。

综上所述，产科优质护理新模式的应用能够提升产

妇自然分娩的概率，减少产后出血量，并且还能够使产

后出现的负性心理得以减弱，使产妇早日实现恢复，使

产妇的满意度得到提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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