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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护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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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护理进行详细分析。方法：随机选取本院妇产科 2017年 9月到 2018
年 9月收治的产后出血患者 80例为本次研究对象，并且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n=40例）和对照组（n=40例），其
中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方法，而观察组是在对照组患者护理基础上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最终将两组患者护理效

果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与对照组患者相对比，观察组患者明显更高，（P＜ 0.05）；观察组患者的
治疗有效率明显的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 0.05）。讨论：对于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患者，通过合理地引用
综合护理干预，明显地提升了其治疗效率，保证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这种护理方法在临床上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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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产科疾病中产后出血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产科并

发症，不但拥有较高的发病率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病死率。

但是只是患者发病的原因主要是在于宫缩出现乏力的状

况。因此，在进行产科护理中对于宫缩乏力产后出血的

患者的预防是十分关键的。因此笔者也选取在本院妇产

科收治的产后出血患者 80 例为本次研究对象，其报告

内容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本院妇产科 2017 年 9 月到 2018 年 9 月收

治的产后出血患者 80 例为本次研究对象，并且随机将

其分为观察组（n=40 例）和对照组（n=40 例）。所有

患者年龄最大不超过 35 岁，最低不小于 22 岁，平均年

龄（28.64±2.60）岁。对比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不明

显，（P ＞ 0.05），有一定可比性 [1]。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措施，主要包括如下：对

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生命体征的监测、心理护理、饮食

护理等。

1.2.2 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主要是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综合护理

干预，其主要措施包括：（1）产前护理：在患者临产

前需要对其进行健康教育以及心理上的疏导，保持孕妇

心情愉快，有利于孕妇正常生产。像是护理人员需要对

每位孕妇基本概况进行熟练掌握，同时对其各项体征进

行严密监测，向其讲解有关孕妇的注意事项以及理论知

识等。（2）产时护理：在产妇生产的过程中，作为护

理人员要时刻的注意患者，比如其第一次的宫缩情况以

及孩子的胎心音是否正常，在第二产程的时候还要鼓励

产妇用力，疏导其紧张情绪等。（3）产后护理：产后

护理对于产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要加强患者的阴

道护理，还要加强子宫以及心理方面的护理，像是护理

人员在患者术后要帮助患者清除宫腔内的积血，一旦发

现患者有子宫下段收缩的情况，那么必须要对其子宫进

行适当的按摩，促进子宫的快速恢复。而且生产后有很

多的产妇会出现抑郁的情况，那么会直接影响患者子宫

收缩情况。所以护理人员必须要及时地向患者进行产后

健康教育，帮助其早日恢复 [2]。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一般情况下分

为满意（80 分以上）、基本满意和（60-70 分）不满意

（60 分以下）三种情况。

（2）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一般情况下分

为显效、有效和无效三种，其中显效为，患者完全康复；

有效：患者病情基本康复；无效：患者症状无任何改变，

反而恶化 [3]。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应用 SPSS27.0 统计学软件对本次观察组和对

照组两组实验所得的护理满意度以及治疗有效率数据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来表示，进行

t 检验，用（%）表示计数资料，行卡方检验（P ＜ 0.05）

有统计学意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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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与对照组患者相对比，观察组患

者明显更高，（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0 20 18 2 95.0

对照组 40 20 12 8 80.0

X2 / / / / 4.114

P / / / / 0.042

2.2 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

观察组患者显效人数为 21 人，有效人数为 16 人 ，

无效人数为 3 人，治疗有效率为 92.5% ；对照组患者显效

人数为 20 人，有效人数为 14 人，无效人数为 6 人，治疗

有效率为 85.0%。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明显的高于

对照组，差异明显（P ＜ 0.05）。

3  讨论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如今临床妇产科疾病中

的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并且给产妇

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另外给胎儿身体健康也造成了不利

影响，最为严重的情况可能会使患者出现病死的状况。

因此，对于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患者，除了要进行适

当药物治疗以外，其预防护理也是十分重要的。像是在

临床上合理的应用综合护理干预能够给患者提供更加全

面的科学护理服务，在这个护理过程中不但能够使其临

床症状得到明显改善，还能提升其护理满意度，使患者

的治疗效果明显提升。除此以外，通过护理人员对患者

进行心理情绪疏导，保持患者心情舒畅，有效预防了产

后出血。

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与对照组患者相

对比，观察组患者明显更高，（P ＜ 0.05），因此能够

看出通过对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患者进行综合护理干

预可以使其护理满意度大幅度提升；观察组患者的治疗

有效率明显的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 ＜ 0.05），因

此可以看出通过在临床上应用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提升其

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对于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患者，通过

合理地引用综合护理干预，明显提升了其治疗效果，提

升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同时保证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基于此，这种护理方法在临床上值得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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