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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在妇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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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在妇科护理中运用优质护理干预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在 2018 年 2 月-2019 年 8 月本院妇科收治

的 140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优质护理）、对照组（常规护理）各 70 人。结果：观察组治疗依从率、护理满意度高于对

照组（P<0.05）；干预后，观察组对疾病知识的认知程度评分较高，SAS、SDS 评分和睡眠质量评分均较低（P<0.05）。结论：

在妇科护理中运用优质护理干预能够获得更为理想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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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素质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也增高了对

医疗服务的要求。现阶段，临床护理的目的不仅在于为患者

解除疾病的困扰，并且对优质护理服务的重要性也有了更加

深入的认识。在医院系统中，妇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科室，

其主要诊疗女性妇科疾病[1-2]。本文旨在探究在妇科护理中运

用优质护理干预的临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在 2018年 2月-2019年 8月本院妇科收治的 140例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70人。观察组平均年龄

（48.32±3.84）岁；对照组平均年龄（47.21±4.01）岁。一

般资料无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手段。给予观察组优质护理干预：

（1）健康宣教。通过网络宣传、宣传手册及开展讲座等形

式，向患者讲解妇科疾病的相关知识，包括诱因、临床表现、

治疗和护理等相关方面的内容。与患者进行充分交流，对其

职业、家庭状况、疾病史等充分了解，进而将有针对性的护

理方案制定出来。（2）心理疏导。鼓励患者将内心的苦闷

和想法表达出来，指导患者利用说话、活动、书写、运动等

方式将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帮助患者将自身的缺陷克服

掉，并为患者提供社会、家庭等方面的支持，进而促进其治

疗信心不断增强。（3）环境护理。外界环境对妇科疾病患

者的影响较大，所以为了使患者保持稳定的情绪和精神状

态，护理人员需要将安静、整洁的病房环境提供给患者，进

而使其心情放松。

1.3 观察指标

（1）治疗依从性；（2）护理满意度；（3）对疾病知

识的认知程度，得分越高认知程度越强；（4）运用 SAS、SDS

评分[3]评定不良情绪；（5）运用 PSQI 评分标准[4]评定睡眠质

量。

1.4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

2 结果

2.1治疗依从性

见表 1。

表 1 治疗依从性 [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性

观察组 70 35 32 3 95.71%(67/70)

对照组 70 26 29 15 78.57%(55/70)

x2 13.965

P <0.05

2.2护理满意度

见表 2。

表 2 护理满意度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70 33 37 0 100.00%（70/70）

对照组 70 22 34 14 82.86%（58/70）

x2 12.054

P <0.05

2.3疾病知识认知程度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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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疾病知识认知程度评分（ x±s，分）

检查指标 观察组（n=70） 对照组（n=70） t P

发病

原因

干预前 75.21±10.33 75.02±11.25 5.241 >0.05

干预后 90.25±10.54 80.25±11.08 10.524 <0.05

临床

表现

干预前 62.35±10.11 61.95±10.74 5.824 >0.05

干预后 90.20±10.25 80.15±12.02 15.241 <0.05

治疗

方法

干预前

干预后

66.35±9.35

89.58±10.52

66.39±10.28

72.52±12.05

2.215

12.548

>0.05

<0.05

疾病

预防

干预前

干预后

65.24±12.41

90.21±10.39

64.85±12.39

76.28±13.47

4.156

11.847

>0.05

<0.05

预后

恢复

干预前

干预后

66.58±10.52

90.38±10.02

65.98±12.54

72.52±11.38

3.012

10.336

>0.05

<0.05

2.4 SAS、SDS 评分

见表 4。

表 4 SAS、SDS 评分（ x±s，分）

检查指标 观察组（n=70） 对照组（n=70） t P

SAS

评分

干预前 60.32±5.54 61.05±6.15 3.974 >0.05

干预后 42.41±6.64 52.16±4.75 11.625 <0.05

SDS

评分

干预前 61.18±6.12 60.75±5.85 2.351 >0.05

干预后 41.29±6.84 51.78±6.91 12.041 <0.05

2.5 睡眠质量

见表 5。

表 5 睡眠质量（ x±s）

组别 例数 觉醒次数（次） 入睡时间（h） 睡眠质量评分（分）

观察组 70 1.21±0.37 0.29±0.16 3.29±1.40

对照组 70 3.60±1.85 1.61±0.31 6.37±1.25

t 12.524 15.011 10.695

P <0.05 <0.05 <0.05

3 讨论

药物、手术是临床治疗妇科疾病的主要手段，然而单纯

进行治疗无法获得十分理想的治疗效果，在治疗过程中还需

要为患者提供系统、全面的护理服务[5]。

优化护理模式是促进患者满意度有效提高的关键手段，

住院患者对护理治疗的评价能够通过满意度反映出来，有利

于实现质量改进。护理模式通过不断优化后，可以更加全面、

实在、具体地让患者的住院需求得到满足。在不断开展优质

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的影响作用下，在临床护理工作中逐渐发

展和深化了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显著增强了护理人员主动

服务的意识，使细节服务得到改善，进而有利于增进护患关

系，使患者对护理人员的认可度和信任度提高。同时，优化

护理模式的应用，增强了医护之间的沟通，有利于促进科室

的竞争力不断提高，使护理人员在工作中可以展现出自身的

价值，进而提高其工作积极性，最终能够将优质的护理服务

提供给患者[6]。通过强化对患者的健康宣教，能够提高患者

对自身疾病的认知度，以便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管理和

约束自己，积极规避危险因素，不仅能够预防相关疾病的发

生，还可以提高对现有疾病的治疗效果。

本文研究显示，在治疗依从性、干预满意度、疾病认知

程度、不良情绪及生活质量改善方面，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

（P<0.05）。综上所述，在妇科护理中运用优质护理干预，

能够提高治疗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提升其对疾病的认知程

度，减轻其不良情绪，使其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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