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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护理常见风险的预防和处理策略

杨媛秀

开远市人民医院妇产医院 云南 开远 661600

【摘 要】：目的：谈论妇产科护理工作中极为多见的风险状况，其相应的预防和处理手段。方法：此次研究对象筛取从 2020

年 10月开始，直至 2021 年 10 月期间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 600 例妇产科疾病患者，依照就诊的先后次序把研究对象归为两个

小组，对照组与实验组，每小组内部存在 300例。对照组病人实行常规形式的护理，实验组病人实行风险预防护理工作，研

究两组病人的护理满意度、医患纠纷、不良事件发生及生活质量。结果：实验组患儿得有效干预后护理满意度表现相对于对

照组更为理想；实验组患儿得有效干预后医患纠纷、不良事件发生相对于对照组更低，生活质量水平更高，组间对比表明（P

＜0.05），具有统计学研究价值。结论：对妇产科患者实行风险预防护理工作，利于降低医患纠纷及不良事件的发生，提升患

者对医护人员及医院的满意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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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属于医院各个科室当中承担风险最高的科室，在

对患者实行医治期间，其病情变化极快，且会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临床护理工作难度系数较大，极其容易发生不良事

件，意外事件的出现会给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对

此，增强临床护理当中的风险管控工作，能有效降低不良事

件及医患纠纷的产生，确保患者的生存水平[1-2]。现今，常规

形式的护理因其护理效果有限，未达到预期理想值。对此，

为有效提升护理效果，此次研究增强对妇产科护理期间常见

的风险实行控制，制定出适宜的护理措施，解决风险问题。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对象筛取从 2020 年 10 月开始，直至 2021 年

10 月期间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 600 例妇产科疾病患者，依照

就诊的先后次序把研究对象归为两个小组，对照组与实验

组，每小组内部存在 300 例。对照组里最小患病年龄在 22

岁至 35 岁，平均患病年龄数值在（30.17±0.54）岁。实验组

中最小患病年龄在 23 岁至 37 岁，平均患病年龄数值在

（31.06±0.48）岁。研究项目正式实行前，研究项目负责人

已经把两小组病人的研究信息实行对比，比较结果表明两小

组病人的研究信息大致类似（P＞0.05）。

1.2 妇产科护理多见的风险问题

（1）患者：现今的生活节奏较快，人们所承受的压力

逐渐增多。妇女在怀孕后依然需要工作，不能得到有效的修

养，这会促使怀孕期间出现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胎儿太

大等意外情况，孕妇缺乏相应的分娩基础知识，对此在分娩

时产妇还未做好相应准备工作。（2）医院：患者对护理服

务的需求极大，期待值很高，此在无形间增添了医护人员的

工作量，时常需要其超负荷完成工作，严重阻碍了正常休息

时间，在实行护理操作时容易出现差错情况[3]。与此同时，

多数医护人员毕业于职高院校，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及自我

保护能力。（3）其他因素：医院间存在巨大的竞争压力，

给患者提供了很多选择机会，且医院太过追求经济效率，促

使其忽略自身的特殊状况，如缺陷专业性的医护人员及护理

质量水平等。药物医治很难彻底消除安全风险问题。但实行

有效的护理服务，能规避及降低安全隐患的出现，对此，在

护理期间，医护人员需要更为慎重及小心，以此降低护理风

险事件，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尤为重要。

1.3方法

1.3.1对照组

对照组病人实行常规形式的护理。

1.3.2实验组

实验组病人实行风险预防护理工作。（1）增强产前检

查工作：在实行产前检查的时候，医护人员需要做好相应的

记录，当其察觉患者存在潜藏的并发症情况时，需要马上处

理，同时将相应的妊娠知识详细讲述给患者及其亲属，让其

做好相应的分娩准备及适应角色，针对少数错误认知及时纠

正。（2）实行护理资源的合理配置：医院管理者需要做好

相应的护理工作，在保证医护人员的质量问题的同时，还需

确保人员丰富[4]。（3）增强技能培训：为提升医护人员的护

理水平及服务质量，需要定时实行培训加护，增强其专业知

识、操作技能及法律观念。在开晨会时，把风险知识及安全

等方面知识向医护人员详细讲述，确保在实际工作中能防止

风险事故的发生，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创建奖惩制度，提升

医护人员对此工作的重视度，进而激发其工作积极性，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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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培训工作当中，提升自身的护理能力[5-6]。（4）增强医

患交流：医护人员在患者住院后，尽心尽力照料患者，倾听

其内心真实烦恼，并采取相应措施实行处理，降低投诉的发

生概率，提升患者对医护人员及医院的信赖感。（5）完善

医院基础设施：注重高科技设备的引进工作，更换之前的老

旧设备。平时工作当中需要对科室设备实行相应检修及维护

工作，确保其能正常运行。确保药物的充足，定时查看药物

的使用情况，对过期药物实行销毁，对即将过期的药物及短

缺的药物做好相应的备注工作。

1.4 观察指标

（1）护理满意度，根据患者填写本医院自制的护理问

卷调查表测评。（2）医患纠纷、不良事件发生。（3）生活

质量，运用 SF-36 量表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实行测评。得

分越高，表明其生活质量水平得到理想提升。

1.5 统计学方法

把组间数据带进 SPSS221.0 系统计算，计量资料利用

（ x ±s）表示，得到 t 检验，计数资料得到 x2检验，利用（%）

表示，组间有差异用 P＜0.05 表明，具有统计学研究价值。

2 结果

2.1 研究两小组病人的护理满意度

从组间数据对比可知，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依

次是 93.33%、84.33%，实验组患儿得有效干预后护理满意度

表现相对于对照组更为理想，组间对比表明（P＜0.05），具

有统计学研究价值，详况见表 1。

表 1 两小组患儿的护理满意度研究[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相对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300 179（65.67） 101（33.67） 20（6.67） 280（93.33）

对照组 300 124（41.33） 129（43.00） 47（15.67） 253（84.33）

x2 4.082

P 0.043

2.2研究两小组病人的医患纠纷、不良事件发生及生活质量

从组间数据对比可知，实验组患儿得有效干预后医患纠

纷、不良事件发生相对于对照组更低，生活质量水平更高，

组间对比表明（P＜0.05），具有统计学研究价值，详况见表

2。

表 2 两小组病人的医患纠纷、不良事件发生及生活质量风险

[n(%)，（ x ±s，分）]

组别 例数 医患纠纷 不良事件发生率 生活质量

实验组 300 7（2.33） 21（7.00） 84.18±5.23

对照组 300 40（13.33） 60（20.00） 79.26±4.55

t/x2 8.383 7.236 12.293

P 0.004 0.007 0.000

3 讨论

实验组患儿得有效干预后护理满意度表现相对于对照

组更为理想；实验组患儿得有效干预后医患纠纷、不良事件

发生相对于对照组更低，生活质量水平更高（P＜0.05）。对

于妇产科患者而言因自身的特殊性，促使其承受的风险更

大，为有效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需增强对医护人员的日常

护理工作，促使其在护理期间实行的护理工作更标准化、规

范化，降低风险问题的产生。与此同时，也需增强团队的建

设工作，处理医护人员不够的问题，招揽新的医护人员，以

此确保人才资源的丰富及缓解医院内部医护人员的工作负

担，防止发生持续性加班的现象。增强对医疗实施的更换与

维护，利于确保母婴检测安全，且在较为舒适的环境下实行

检查，给其提供适宜、舒适的护理氛围。

以上所述，对妇产科患者实行风险预防护理工作，利于

创建友好、和谐的医患关系，进而降低医院投诉事件的发生，

提升患者对医护人员及医院的满意程度，帮助医院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值得扩大临床推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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