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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实施临床护理的要点。方法：选择我院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0 月收治的行宫内节育器放置术的 140
例已婚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划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采用临床护理，对比两组患者
护理效果。结果：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38.57%与研究组患者 12.86%相比明显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护理
满意度 95.71%明显高于对照组 77.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临床护理在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围术期应用的效果显著，可作
为有效护理方案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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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指出[1]，宫内节育器是目前常用节育工具，具有经济、

高效、简便、安全等特点，但近年来宫内节育器应用比例呈逐年减
少趋势，女性自身抗拒抵触心理为主要影响原因。临床护理模式是
目前在国内各院进行有效推广的一种新型护理模式，具有高效、全
面、科学性较高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院内各科室护理管理
效果的提高[2]。另有学者研究指出[3]，功能节育器放置术开展期间针
对性进行护理干预，可有效调整患者心理状态，提高其依从性及信
任度，有降低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的作用。本研究主要对临床护理
模式在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实施过程中应用的效果进行分析，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0 月 140 例于我院进行宫内节育器

放置术的已婚女性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患者 70
例。对照组年龄在 27-43 岁，平均年龄为（32.67±3.01）岁；研究
组年龄在 27-42 岁，平均年龄为（32.79±3.00）岁；本研究纳入标
准：①首次进行宫内节育器放置术，且自愿参加本研究调查；②可
正常交流沟通，无精神类疾病者；排除标准：①存在手术禁忌者；
②未完成本研究所用调查，或资料不全者。对比两组患者基础临床
资料方面，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行常规护理，主要包括健康宣教、注意事项讲解等；

研究组患者均实施临床护理干预，方法：①术前护理：患者入院后
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快速建立熟悉感、信任感，根据患者情况
针对性讲解手术方案、注意事项、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使患者
对手术方案及预后情况有进一步认知；若患者存在疑惑需及时解

答，通过交流了解患者顾虑，可借助以往案例、亲和的态度等缓解
患者紧张、抵触情绪，指导患者常规进行各项检查，确保手术可顺
利开展；②术中护理：术前做好手术室准备工作，确保手术室内温
湿度适宜，做好患者隐私保护工作；术前帮助患者调整体位，安抚
患者情绪，做好手术协助工作；术中对患者情况进行观察，可通过
语言、肢体接触等方法对患者进行关怀、安抚；③术后护理：手术
结束后对患者各项生命体征进行观察，检查是否存在阴道出血情
况，询问患者自身感受；告知患者术后 7 天应避免体力劳动，做好
个人清洁管理，2 周内禁止性生活，禁止盆浴等；患者出院前提醒
患者进行复查，若出现不适反应及时复查干预；两组患者均进行不
低于 6 个月的随访。 

1.3 观察指标及评定标准 
两组患者出院后均进行随访调查，随访时间不低于 6 个月，对

患者不良反应情况进行观察记录并对比。借助自制护理情况调查问
卷，采用不记名方式对患者自身护理满意度情况进行调查，问卷主
要调查内用包括：健康教育指导、避孕知识介绍、手术相关知识及
注意事项介绍、护理态度及服务感受等。 

1.4 统计学意义 
运用统计学分析软件包 SPSS 19.0 对本研究所有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计数资料不良反应、护理满意度借助率%描述，运用 X2 检验；
当 P＜0.05 时表示两组患者对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 
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38.57%，研究组患者不良反

应总发生率为 12.86%；对照组患者与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情况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组别 n 6 个月经期延长大于 7 天 6 个月内因不耐受取出节育器 月经量大于 80mL 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照组 70 8（11.43%） 4（5.71%） 15（21.43%） 27（38.57%） 

研究组 70 2（2.86%） 1（1.43%） 6（8.57%） 9（12.86%） 

2.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患者十分满意 20 例、一般 34 例、不满意 16 例，护理

总满意度为 77.14%；研究组患者十分满意 51 例、一般 16 例、不

满意 3 例，护理总满意度为 95.71%；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与对

照组相比显著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相关研究表明[4]，近年来人工流产发生概率增加，会对妇女健

康造成极大影响，为降低非自愿妊娠及流产发生率，应用安全有效

避孕手段十分必要。另有学者指出[5]，经问卷调查发现，部分妇女

对宫内节育器产生抗拒的原因为进行宫内节育器放置术会影响自

身健康、不良反应较多，因此进行健康宣传教育、围术期开展有效

护理干预十分重要。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及术后不良反应发生

率方面与对照组相比均较好。通过分析认为，临床护理方案的应用

可提高患者对宫内节育器放置术的认知，全面地护理干预可有效降

低后期不良反应发生率，患者整体满意度高。 

综上所述，宫内节育器放置术中应用临床护理效果显著，有临

床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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