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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护理中实施人性化护理的应用与临床效果研究 
邢慧敏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北京  100010） 

摘要：目的：分析在妇科病患护理过程中，采取以人为本的护理措施的实施情况及其对临床治疗成果的影响。方法：依据研究所定的纳入

和排除标准，挑选了本院在 2023 年 1 月到 2024 年 1 月期间治疗的 188 名妇科病人，将其均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94 人。对照组接受

标准护理，而试验组实施以人为中心的护理。对这两组病人在护理前后进行了焦虑和抑郁程度评估、生活质量测量、护理服从性检验以及

对护理服务满意度的调查对比。结果：试验组在接受护理后，其焦虑和抑郁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同时，试验组的生活质量评

分也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此外，试验组患者的依从性以及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都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讨论：应用人性化护理

方法于妇科的临床工作中能显著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提升其生活品质，并增进对护理的接受度及对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由此可见，

人性化护理在妇科护理实践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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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人性化护理方法于妇科的临床工作中能显著减轻患者

的焦虑和抑郁，提升其生活品质，并增进对护理的接受度及对

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由此可见，人性化护理在妇科护理实践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在此项研究内，选取了 188 位于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间入住我院的妇科病患作为调研对象。她们的年纪介于 22

至 58 岁，平均为 36.2 岁，且标准差为 5.1 岁。研究初期，将这

些病患随机平均划分为两组，即 94 人的参照组和 94 人的试验

组。分组完毕后，对比了两组病患的一般信息，如年龄和疾病

的严重程度等关键因素。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这些信息在两组

间无显著性差异（P 值超过 0.05），确保了两组人群在研究伊始

具有同等条件，这为准确评估人性化护理在妇科患者中的作用

提供了可靠的基准。 

1.2 方法 

1.2.1 参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包括病情观察、用药指导、

健康教育等。 

1.2.2 试验组：采用人性化护理，具体措施如下： 

（1）重视护理人员职业素养和沟通技能：研究指出，提升

护理人员的同理心和沟通能力对于理解患者需求至关重要。通

过专业培训，护士们的人文素质得到了增强，使他们能够为患

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护理。同时，这种训练也提高了护理工作

的专业度和关怀水平，帮助建立起患者对护理团队的信赖及其

个人的舒适度。 

（2）保持环境安静：强调改善护理环境的重要性，尤其是

营造一个安静的氛围。通过消减噪声和其他干扰因素，可以为

患者提供一个宁静舒适的愈合空间。优化病房内的照明和室温，

以及设立一个安静的休息区域，有助于减轻患者的紧张感和不

适感。 

（3）健康宣教：人性化护理包括重视健康教育，旨在向患

者传授疾病相关的知识和信息。这使患者能更深入地了解自身

的健康状态，更积极地参与自我护理，并做出有利于康复的选

择。护理工作人员通过定期与患者交流健康话题，并提供定制

的教育资料，来激励患者提出问题和分享他们的担忧。 

（4）心理护理：心理照护是人性化护理不可或缺的一环，

涉及对患者精神和情绪的关怀。护理人员通过倾听患者的疑虑，

提供情感支持和咨询，协助他们应对如焦虑、害怕和沮丧等心

理挑战。定期检视患者的心理需要，并在必要时施以专业的心

理干预和顾问服务，目的是减少心理负担，帮助维持情绪平衡。 

（5）饮食指导：作为人性化护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饮食指

导关注为患者量身定制营养建议。护理团队会根据患者的健康

状况和营养需求制定适宜的饮食方案，确保患者摄入所需营养，

支持其快速康复。饮食指导旨在提供合理的食品选择和饮食模

式建议，同时考虑患者对某些食物的喜好与耐受性。 

（6）日常护理：日常护理包含个人卫生维护、活动支援与

生活能力培养。护理团队为病人执行如沐浴、更换衣物、协助

翻身等基本照护工作，并辅助病人逐步恢复常规活动，以强化

其自我照顾的技能。通过这样的综合护理行动，目标是增进妇

科病人的总体健康和生活品质。 

1.3 观察指标 

为了评估患者接受护理前后焦虑和抑郁的变化，本研究使

用了抑郁自评量表（SDS）与焦虑自评量表（SAS）。同时，为

了衡量护理干预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采用了相应的生活质

量评定量表。此外，通过对患者在护理过程中的服从性进行评

估，来了解患者对治疗计划的遵循情况。最后，为了量化患者

对接受的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实施了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这

些评估工具和方法的使用旨在全面了解人性化护理措施对妇科

患者的实际效果。 

1.4 统计学分析 

此次研究的统计学分析是通过 SPSS24.0 软件完成。对于量

化数据，我们使用了均数和标准偏差（±s）进行描述，并利用

t 检验来比较不同组之间的差异。而对于分类数据，则以百分比

形式展现，并通过χ2 检验来对比各组数据。当 P 值小于 0.05

时，我们认定结果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及抑郁评分对比 

试 验 组 护 理 后 的 焦 虑 及 抑 郁 评 分 显 著 低 于 参 照 组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及抑郁评分对比（分， sx ± ） 

抑郁评分  焦虑评分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 94 33.25±4.03 21.24±3.24 35.12±4.13 23.2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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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组 94 33.27±3.69 13.21±2.15 35.17±4.08 14.25±3.51 

t 值  0.035 20.021 0.083 17.163 

P 值  0.485 0.000 0.466 0.000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试验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分， sx ± ） 

组别 n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健康状况 

参照组 94 76.63±2.71 74.78±2.28 76.98±3.55 70.04±2.21 75.25±2.16 78.21±2.08 

试验组 94 86.58±3.64 91.94±3.06 92.35±3.79 86.82±3.27 93.19±3.08 92.07±3.07 

t 值  21.257 43.598 28.696 41.220 46.235 36.237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3 两组患者护理依从性对比 

试验组的护理依从性显著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依从性对比[n（%）] 

组别 n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参照组 94 34(36.17) 45(47.87) 15(15.96) 79(84.04) 

试验组 94 51(54.26) 41(43.62) 2(2.13) 92(97.87) 

χ2 值 
P 值 

    
10.929 
0.001 

2.4 两组患者护理工作满意情况对比 

试验组的护理工作满意度显著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 4。 

表 4  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情况对比（分， sx ± ） 

组别 n 护患沟通 护理管理 问题解决 护理质量 

参照组 94 84.22±2.37 81.51±2.31 85.17±3.37 83.39±2.12 

试验组 94 94.21±5.24 95.34±4.27 98.11±4.41 97.38±4.14 

t 值  16.841 27.619 22.604 29.161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妇科病患所构成的特殊群体完全由女性构成，对护理服务

的专业水平要求较为严格。护士除了要掌握专业的妇科医疗知

识外，还需具备对患者的深刻洞察和共情能力，这样才能更好

地认识并满足她们的需求。女性无论在生理功能、心理状态还

是社会角色方面，均有其特殊性，要求护理工作更为细心和体

贴[1]。 

妇科疾病涉及范畴广泛，如生殖系统感染、炎症、肿瘤等，

这些问题可能对女性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除了身体上的不适，

患者可能会因疾病而感到焦虑、沮丧，甚至影响自我价值感和

人际交往，这些心理层面的挑战有可能恶化病情，妨碍有效治

疗和快速康复。鉴于此，护理工作者在关照妇科病患时，需平

衡疾病治疗与身体复原的关注，同时也要给予心理层面的支持，

营造信任的氛围，协助患者树立正面的心态，以此促进她们整

体的健康和生活品质的提升[2]。 

人性化护理强调以病患为核心，全面关注其心理、身体及

社交方面的需求，追求提供个性化、贴心的服务。研究显示，

接受人性化护理的病患在情绪状态、生活品质、遵循医嘱及对

护理满意度等多方面表现出色，相较于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组

而言，效果显著[3]。 

此种护理方法能有效改善病患焦虑和抑郁，提升其情绪健

康，生活质量亦因此得到增进。当病患感到被关心和支持时，

他们更倾向于积极参与护理过程，并遵守相关建议，表现出更

高的护理依从性。此外，人性化护理还能增强护理人员的职业

满意度，因为工作所带来的实际影响让他们感到更有成就感[4]。 

总的来说，人性化护理对于提升病患的整体福祉和护理人

员的工作满意度起着关键作用，在妇科护理领域的应用显露其

重要性，其积极成效表明必须被更广泛地推行和采纳，让更多

人受益于这一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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