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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乡镇妇产科护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徐 慧

芦溪县南坑镇防疫保健站 江西 萍乡 337200

【摘 要】：目的：探讨分析目前乡镇产科护理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护理对策。方法：该次研究从 2021 年 1 月开始，

至 2021年 10 月为止，通过随机选择的方式在上述时间段内我院妇产科进行治疗的患者 40 例作为入组成员，将其进行了两个

组别的区分，分别为使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共 20 例，以及使用 PDCA 循环法进行护理干预的观察组共 20 例，对比两组患者的

护理质量评分以及护理风险，并分析护理工作中所存在的护理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结果：观察组的各项护理质量评分数

值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出现护理风险的概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乡镇妇产科所开展的护理工作中

将 PDCA 循环法的相关内容运行其中，能够更加准确地分析出在实际的护理干预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从对护理工作态度进

行改善、对护理工作人员进行加强培训工作、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规划性等多方面的内容出发，为患者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

工作，能够为患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同时减少护理风险事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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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乡镇妇产科而言，其主要都是处于农村地区，对于

先进的医疗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不理想，并且因为护理工

作人员配备不足的情况，在妇产科的工作中出现护理风险事

件的概率相对较高，不利于患者的治疗[1]。本次主要是探讨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0月为止，该段时间内我院妇产科实

施治疗的患者将其作为本次研究的样品，分析临床所开展的

护理工作中所出现的相关问题与对应的解决措施，具体内容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该次研究从 2021年 1 月开始，至 2021 年 11 月为止，

通过随机选择的方式在上述时间段内我院妇产科进行治疗

的患者 40例作为入组成员，将其进行了两个组别的区分，

分别为使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共 20例，以及使用 PDCA 循环

法进行护理干预的观察组共 20例，参与本次研究的患者均

为女性，在该次研究的对照组中 20 岁至 40 岁为患者年龄范

围，均值（31.7±1.25）岁；在观察组中 41岁至 89 岁为其

年龄范围，均值（52.85±5.14）岁。将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

进行对比，没有差异（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于本次研究过程中被归类于对照组的患者，对其主要

是通过常规护理的方式进行干预，包括了对患者实施疾病检

查以及健康指导。

1.2.2观察组

对于本次研究过程中被归类于观察组的患者，对其主要

是通过 PDCA 循环法的方式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工作，其所

开展的护理工作具体内容如下：（1）P（计划）：在乡镇所

妇产科所开展的护理干预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护理

工作内容不完善、所拥有的的护理技能较差以及护理工作人

员的行为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定所约束为主要问题。为了能够

让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拥有更高的护理质量水平，护理工作

人员应该对自身的护理态度进行相应的改变，并通过学习对

护理技能进行提高，将更多方面的护理工作做好，为实际开

展的护理工作提供更高的安全性。（2）D（实施）：护理工

作人员在实施相应的护理干预工作的过程中应该以面带微

笑的方式对患者进行相应的服务，同时针对于患者在治疗过

程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耐心的回答与讲解，并对自身的护理

态度进行转变，尽可能避免工作处护患纠纷的产生。对于科

室而言，需要组织科室内所有成员进行相应的培训工作，主

要培训工作内容有对妇女患者的护理工作内容以及出院后

如何对并发症进行预防等内容，将护理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

进行相应的提升，并减少了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为了

能够实现全面性的护理干预工作，护理工作人员应该为患者

实施心理、环境、健康教育等多方面的护理干预工作，让患

者能够拥有更加满意的护理服务体验。为了能够将护理人员

的仪表与言行进行相应的约束，需要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

度，让护理人员保证有整洁的穿着，行为举止上也应该表现

得更加镇定与从容，能够将自身的专业素养充分体现出来，

从而提高患者对于护理人员的信任度，将护理工作的质量进

行提升。在与患者进行对话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更加轻柔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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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让患者感受到护理人员的关怀。（3）C（检查）：护理

人员需要在每个月的月末时间进行相应的护理效果的检查，

并及时发现并整理护理工作中所出现的相关问题。（4）A（调

整）：当发现问题，需要护理人员及时对相应的工作计划进

行调整，保证为患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1.3 观察指标

（1）护理质量评分：针对于两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工作

中所感受到的护理质量高低进行评分，该项工作的开展主要

是通过我院自制的护理质量评分量表的标准进行，该项量表

所涉及的指标有护理态度、护理技能以及护理内容全面性这

三个方面。每一项指标的总分值均为 10分，最终所获得的

分数越高，则患者获得的护理质量就更加理想。

（2）护理风险：针对于治疗过程中所产生的护理风险

事件进行相应的比较，主要包括了护理差错事件、护理缺陷

这两个指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经 t

检验，计数资料经 x2检验，以（%）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为 P＜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

由表 1 结果所示，观察组的各项护理质量评分数值均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 x ±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态度 护理技能 护理全面性

观察组 20 9.45±0.51 9.62±0.22 9.24±0.48

对照组 20 6.87±0.71 7.15±0.54 7.27±0.13

t 13.198 19.944 17.716

P 0.000 0.000 0.000

2.2对比两组患者出现的护理风险

由表 2 结果所示，观察组出现护理风险的概率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出现的护理风险[n(%)]

组别 例数 护理差错 护理缺陷

观察组 20 0（0.00） 1（5.00）

对照组 20 4（20.00） 6（30.00）

x2 4.444 4.329

P 0.035 0.037

3 讨论

在乡镇妇产科的实际工作中所产生护理问题，其主要表

现在护理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不完善，护理人员的个人所拥

有的技能不过关以及护理人员的言行举止没有得到约束等

方面[2]。上述这些情况的产生会让护理工作的开展缺乏科学

性，从而使得护理工作的质量得不到相应的保证[3]。

通过 PDCA 循环法的干预下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工作，

能够通过对计划的制定、实施、检查以及计划调整这四个方

面着手，对患者实施更高质量的护理干预工作[4]。通过护理

工作人员实际在乡镇妇产科工作所产生问题的基础上进行

分析，制定出更加详细的工作内容，并针对该问题进行相应

护理干预工作的实施，能够有效减少临床出现护患纠纷的概

率，从而提升护理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同时通过这一方法

的干预，让护理人员拥有了更高质量的技术水平，有利于减

少患者出现并发症的概率。

综上所述，在乡镇妇产科所开展的护理工作中将 PDCA

循环法的相关内容运行其中，能够更加准确的分析出在实际

的护理干预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护理工作态度进

行改善、对护理工作人员进行加强培训工作，以及提高护理

人员的工作规划性等多方面的内容出发，为患者进行相应的

护理干预工作，能够为患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同时

减少护理风险事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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