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园地 

 144 

医学研究 

妇科护理中人性化护理模式的应用效果 
周红霞 

(南皮县人民医院  河北省沧州市  061500) 

摘要：目的：就妇科护理中人性化护理的应用方式进行讨论，优化护理管理水平，提升患者满意度。方法：将 2019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

收入本院的 100 例妇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干预措施的不同均分为 50 例/组。对照组为常规护理，观察组为人性化护理，对比护理成果。

结果：从数据可见，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缓解了患者的负面情绪，在焦虑自

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中，观察组的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针对妇科患者，为其实施人性化护理临床疗效较为理

想，对患者存在的不良情绪亦有积极改善效果，进一步提升了护理满意度，具备一定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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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是当下提倡且被广泛应用的一项护理措施，其和传

统的护理方案相比，更符合患者的需求，也是护理工作现代化发展

的必然趋势，能够考虑患者的个体差异、疾病情况，强调以人为本

的护理理念，从护理工作细节着手，并重视对患者的情绪管理，安

抚患者的焦虑、不安，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1]。妇科患者均为女性，

在疾病类型上多样，且多具有隐私性，很多患者在就诊期间情绪低

落，疾病带来的精神压力不亚于治疗压力，需要护理人员给予开导

和讲解，使其更好地配合治疗，改善患者的日常生活[2]。鉴于此，

将 2019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收入本院的 100 例妇科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结果证明人性化护理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内容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9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收入本院的 100 例妇科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按干预措施的不同均分为 50 例/组。观察组年龄区间

26~72 岁，平均（45.07±7.03）岁；对照组年龄区间 25~73 岁，平

均（46.13±7.89）岁。患者对治疗情况知晓，明确了调研目标，也

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此外，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不大，可保障调

研的起始点无统计学意义，可开展调研。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疾病情况讲解，结合具体用药

或者手术治疗方案进行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说明，帮助患者了解日常

生活中的注意事项。以积极的态度与患者进行沟通，有足够的耐心

倾听患者需求，解答患者的治疗疑惑，帮助患者解决就诊期间遇到

的各项问题。 

观察组为人性化护理，在护理期间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面对

不同性格、病重程度的患者，在沟通方式上也采取差异化，如针对

性格外向，热衷于聊天的患者可以多交流，了解患者的日常生活习

惯，纠正错误行为，并掌握患者的真实情况。对于寡言少语的患者，

则要加强关注，讲解疾病的知识以及列举成功的治疗案例，尊重患

者，并尽快地掌握患者病情，了解治疗需求。对于年纪较大的患者，

也要给予生活协助，让其感受到医院医护人员的关心，并根据患者

的病情给予饮食方面的指导，提高抵抗力和免疫力。在日常工作中，

要重视环境管理，营造舒适的休养环境，病房不仅要整洁明亮，还

要具有秩序性，放置饮水设备、绿植等，同时对于住院患者，可在

病房放置杂志、安装电视等，以便于患者改善住院期生活。加强对

患者的心理护理指导，特别是对病情较重，或者治疗难度大、治疗

时间长的患者，除了常规治疗外，一定要改善生活方式，注意个人

清洁，并需要家属给予关心，从而满足患者的情感需求，提升护理

配合度。为患者开展卫生指导，要特别注意会阴部位的清洁。更值

得一提的是，患者的病情及隐私，不能随意讨论，进而增强患者对

医务人员的信任，同时要做好患者个人信息的完善，也要防止信息

外露。 

1.3 评价标准 

调研将展开两方面的对比，一方面是对护理满意度的评分，主

要是对护理方式、护理态度、护理环境以及疾病健康宣教方面的问

卷设计，由患者进行填写，且全部回收。另一方面则是患者不良情

绪的评定，主要是采用 SAS 和 SDS 量表进行评估，分数高，则代

表患者的情绪状态较差，反之较好。 

1.4 统计方法 

处理软件选用 SPSS 20.0，计量资料用（x±s）表示，以 t 检验，

另一个方案则是计数统计法，该方式表达形式为%，且用卡方检验

结果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判定 p＜0.05，则为满足以上所述。 

2 结果 

就数据中看，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对照组 50 26 18 6 88.0% 

观察组 50 29 20 1 98.0% 

X2     5.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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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5 

同时，缓解了患者的负面情绪，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

表中，观察组的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表 2 两组患者负面情绪评分对比（x±s，分） 

SAS SDS 
组别 

例

数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对照

组 
50 

61.7±

3.5 

51.2±

2.6 
3.524

＜

0.05 

57.8±

3.5 

49.5±

2.9 
4.551

＜

0.05 

观察

组 
50 

62.0±

3.8 

48.4±

2.7 
4.118

＜

0.05 

57.4±

3.6 

42.2±

2.8 
4.987

＜

0.05 

t - 0.685 5.218 - - 0.517 5.149 - - 

p - ＞0.05 ＜0.05 - - ＞0.05 ＜0.05 - - 

3 讨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学模式也在不断地改进，且从以疾病

为中心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这种护理服务模式的应用能够以人的

需求为出发点制定护理计划，提升了护理的整体质量，也有助于提

升患者满意度[3]。妇科作为特殊的科室，一方面患者均为女性，另

一方面疾病多与特殊的生理状态有关，患者的焦虑情绪更为严重。

在当下，传统的护理服务理念已经无法适应更多患者的需求，必须

结合新的护理措施，改进护理服务质量，推动妇科护理管理工作的

发展[4]。 

人性化护理是主动护理的重要体现，也是朝着多样化护理发展

的一个重要表现，包括了人文护理、心理护理、健康教育等多个方

面，是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的一项措施，有助于改进护患关系[5]。

在人性化护理服务中，要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给予患者热情的服

务，耐心地讲解以及主动提供帮助和指引，消除被动护理的弊端。

同时，护理人员也要提升个人工作技能，不仅具备专业的护理知识，

更是要提升个人的沟通能力、观察能力，以及紧急事件的灵活处理

能力，能够为更多女性患者提供护理指导，包括环境护理、生活饮

食指导、卫生健康指导等[6]。 

从本次护理服务的体验和感受中，笔者认为人性化护理的开展

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改进。第一，护理人员一定要转变护理观念，

调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个人潜能，为患者提供人性化服

务，增加与患者、家属之间的交流，在积极地沟通中往往可以获得

患者更多的信息，也有助于了解患者，建立信任关系[7]。第二，要

重视服务态度和方式方法，特别是女性患者心思细腻，缺乏对疾病

知识的了解，容易胡思乱想，这就会加重心理负担。故而，要做好

对疾病知识的普及，特别是对于刚入院诊断的患者，担心疾病发展，

也担心手术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护理人员应当给予帮助，缓解患

者的心理压力，应用心理学知识分析患者的情绪状态，结合心理评

估量表了解患者的不良情绪状态[8]。在落实人性化管理中，要学会

倾听，掌握患者的真实信息，帮助患者度过治疗阶段，建立治疗信

心。通过人性化护理来帮助患者改变错误认知，在该护理模式中能

够以患者需求为基本准则，从患者角度出发制定护理方案，并且从

认知、饮食、心理、运动锻炼等多角度提供指导帮助患者加速病情

康复，防止疾病复发[9]。 

整体而言，人性化护理服务的目的是得到患者的高度认可与满

意，提高患者的就医体验感，满足于患者的多方面需求。在整个人

性化部护理服务中，护理人员尊重患者、关爱患者，帮助患者，给

予患者更多的耐心、爱心与责任心，满足于患者的多方面需求，为

患者提供人性化护理方案，对其展开健康教育指导和心理干预，使

其可以正确地去面对疾病，在临床治疗的工作中以及护理中能够积

极地配合，进而提高临床效果，改善预后效果[10]。结合本次调研结

果可见，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同时，缓解了患者的负面情绪，在焦虑自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中，观察组的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通过人性化护理提高患者的满意度给予患者心理、生理上的专业知

识，可以提升护理服务质量，是一项具有可行性的护理措施。 

综上所述，针对妇科患者，为其实施人性化护理临床疗效较为

理想，对患者存在的不良情绪亦有积极改善效果，进一步提升了护

理满意度，具备一定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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