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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总结优质护理在妇产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方法：依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112 例妇产科患者分为 2 组，分别接受常规护理
（对照组 56 例）与优质护理（观察组 56 例），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差异。结果：观察组患者出院后及随访后 SAS 评分、SDS 评分与对照
组患者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98.2%）与对照组患者（82.1%）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优质护理在妇产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对缓解患者不良情绪、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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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统计显示【1】，近年来我国范围内产后抑郁患者数量始终呈

现出不断上升趋势，对产妇个人生活乃至生命安全，以及婴幼儿的
健康成长与家庭环境塑造均造成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将优质护
理应用于妇产科护理工作中并总结优质护理对缓解妇产科患者不
良情绪的应用效果。具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次课题研究对象为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就诊的
妇产科患者 112 名，其均有较为明显的抑郁倾向。依照随即将其分
为 2 组，观察组（56 例）患者中年龄由小至大 20 岁~38 岁，平均
年龄（24.7±2.1）岁；对照组患者（56 例）患者中年龄由小至大
21 岁~38 岁，平均年龄（24.9±2.2）岁。2 组患者上述临床资料经
统计学分析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护理人员为患者进行必要的妇产科
护理知识宣教，同时定期检查患者生理、心理情况的发展情况，依
据患者生活中各项需求与健康需求给予其相应的药物治疗与护理，
在患者出院时记录其生理及心理健康情况并提醒患者定期复查。 

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接受优质护理。①首先由妇产科护理部
成立优质护理小组，要求小组成员在护理工作开战前必须接受全
面、系统的护理工作培训，全面了解并熟练掌握优质护理服务工作
的精髓理念和相关技能，能够结合妇产科患者的不同情况坚持以人
为本的护理理念并应用合适的举措以满足妇产科患者的心理及生
理发展需求； 

②由培训完成后的护理人员结合妇产科患者的实际生理、心理
发展情况给予其合适的优质护理方案，包括针对患者个人的个性化
妇产科健康知识宣教，结合患者实际生活背景及个人健康状况对其

生活条件、日常习惯进行良好的建议与规划；向患者讲解其个人生
产流程及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指导患者做好生产前各项准备，同时
将各项准备结果告知患者以促使患者对即将到来的生产保持良好
的信心；联合患者家属给予患者积极的生理关怀与心理关怀，同时
也要注意过犹不及的问题出现。护理人员与患者家属定期患者进行
交流，开诚布公的了解患者心理与生理在不同时间段的发展情况，
给予针对性的关怀鼓励等引导性措施； 

③于患者生产结束后对其进行跟踪随访，了解患者出院后的家
庭生活状况以及其在家庭生活中的生理、心理健康发展状况，针对
患者诸多变化给予针对性、个性化的随访建议。指导患者在家庭生
活中拥有孩子后如何调整自身心态，规避生活不良习惯，以此提升
患者家庭生活质量，促进患者家庭生活和谐。 

两组患者均设立 6 个月的随访期。 
1.3 观察指标 

①选取焦虑自评量表（SAS）与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两
组患者入院前后及随访后不良情绪变化情况【2】； 

②使用护理工作满意调查表统计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
程度。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课题运用 SPSS18.0 软件对课题数据进行统计，其中计量资
料均以（±）表述并采取 t 检验，计数资料均采取 x2 检验，最终结
果 P＜0.05 则表述双方统计结果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论 
2.1 不良情绪 

观察组患者出院后及随访后 SAS 评分、SDS 评分与对照组患者
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不良情绪对比（分） 

入院 出院 随访 组别 

SAS SDS SAS SDS SAS SDS 

观察组 40.4±2.1 25.6±3.3 30.8±3.1 23.1±2.8 28.1±2.6 22.7±2.1 
对照组 40.1±1.9 25.1±3.5 37.6±3.4 28.4±3.8 35.4±3.5 26.8±3.4 

2.2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98.2%，非常满意 35 例、基本满意

20 例、不满意 1 例）与对照组患者（82.1%，非常满意 20 例、基
本满意 26 例、不满意 10 例）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3 结语 

妇产患者由于面临人生中的一项重要阶段，其在生产前难免存
在诸多紧张、焦虑、低落、抑郁等不良情绪倾向，因此对患者心理
健康关注不够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患者生产后出现一系列的产后
抑郁症状，对患者个人及家庭生活的和谐程度造成严重威胁【3】。 

本次研究中将优质护理应用于妇产科护理工作中。优质护理在
强调提升常规护理措施质量的同时，要求各级护理人员必须遵循以
人为本的护理理念并提升护理工作的范围和深度。结合妇产科患者
的实际情况，本次课题中首先对护理人员进行优质护理技能培训，
进而在常规护理措施基础上对患者实施个性化的心理护理，联合患
者家属定期掌握患者在不同时间段的生理与心理发展状况，针对患

者日常生活中的不良习惯进行改正修进，促使患者始终保持较为良
好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且优质护理在妇产科中的应用，对患者
出院后的家庭生活亦有良好帮助，确保患者在家庭生活意外依然能
够得到来自护理人员的安慰和指导，对帮助患者更加积极的适应产
后家庭生活有积极作用，这也是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出院时和随
访结果中不良情绪明显优于对照组的重要原因（P＜0.05），说明优
质护理在妇产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对缓解患者不良情绪、提升患者
护理满意度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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