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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人文关怀为主的优质护理在产科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挑选本院产科在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诊治的 200
例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将其划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100 例，观察组开展人文关怀护理，对照组开展普通护理，对两组护理成效
展开高效比较。结果：经过在多个层面积极比较对照组与观察组。具有产后出血率、母乳喂养成功率等等，观察组的优势较大，数据存在
明显的差别（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产科护理当中利用人文关怀，可以对护理服务质量开展有效提升，值得被临床中开展推
广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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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三胎政策的综合开放以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

产科护理质量面对着从来没有的挑战。分娩作为一个重大的应激事
件，产妇是护理当中的特殊群体。按照调查表示，产妇合并具有不
一样程度的心理问题，特别是高龄产妇，焦虑与恐惧心里是十分普
遍的。这种不良的情绪情况能够对产妇的睡眠、饮食以及分娩结局
造成影响。产科护理的独特性，要求给予的护理，不但要技能先进、
服务标准，而且还要兼顾树立以孕妇为主要的护理观念，注重产妇
的心理问题。人文关怀作为优质护理的主要表现，将人作为主体，
强调达到患者的身心需要。将人文关怀加到产科护理当中，对提升
产科护理质量，达到产妇的需要有积极作用。但现在，关于人文关
怀的详细措施还未构成一致的标准。现随机挑选本科室在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诊治的 200 例产妇作为此次的研究对象，探讨人文
关怀为主的优质护理在产科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果。现将报道
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挑选在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期间在本院开展分娩的产妇

200 例随机划分为两组，分别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100 例患者，
对照组应用一般的护理手段开展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开
展人文关怀。对照组年龄在 20-38 岁，平均年龄为（28.5±1.2）岁。
观察组年龄在 21-38 岁，平均年龄在（28.9±1.7）岁。两组患者的
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之间的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对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普通护理。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上人文关怀护理，其中，观察组所

利用的人文关怀护理方式，如下所示。 
（1）对良好的人文病区环境开展有效创建 
一方面，产科病房区域的环境应该维持舒适，确保室内处在恒

温、安静的情况，可以按时通风，并可以将电视、展板、绿色植物
等放在病房中。二方面，将妊娠后科学运动等有关知识、妊娠阶段
的有关注意事项放在病房公众号内，便于查阅。三方面，为产妇给
予优质的基本性服务，例如足够的热水，为产妇创建一个良好的人
文病区环境，确保产妇含有轻松、愉快的精神，可以体会到护理的
温暖。 

（2）对和谐的护患关系开展有效维护 
在面对患者的时候，医护人员应该保持微笑。将有关住院事项、

患者疾病情况以及责任医护人员对患者具体告知，在患者开展问题
咨询的时候，责任护士一定要提供具体的回答。此外，责任护士还
需要将饮食注意事项、妊娠期间安全预防知识等告诉患者[1]。在患
者生产之前，护士应与患者展开随时交流与互动，护士一定要可以
及时处理患者提出的需求。在患者生产过程中，护士应该对患者提
供充足的人文关怀护理，确保患者可以顺利生产，同时，还应对患
者的生产过程展开严格管理，医护人员应与患者保持良好的交流，
以对患者的生产疼痛感起到一定程度的减轻效用。 

（3）对患者开展高效的心理引导 
在生产之前，许多患者易于出现不良情绪，因此护士一定要对

患者开展认真关心护理，以对患者的不良情绪开展有效缓解。此外，
护士人员还应时常性询问患者的感觉，以对患者的心理压力展开有
效降低。针对剖腹产患者而言，护士一定要对其开展有效的心理开
导，对其不安心理展开有效缓解。针对早产患者与先兆性流产患者，
护士人员一定对其展开推广有关健康知识，指导患者要学会调节负
面情绪。 

（4）积极开展健康宣教 
当前，有关健康宣教，其类型是十分多的。护士一定要对健康

宣教内容展开熟记在心，熟练掌握专业化技能，以取得患者的认同
[2]。患者住院之后，护士让患者及时关注病区公众号，普及产前、
产后、母乳喂养、婴儿护理等相关知识，叮嘱患者一定要保持正确
的哺乳方式，对新生儿的排便、哭声可以展开有效辨别。 

1.3 借用 SPSS20.0 软件包对全部数据进行研究与统计学总结，
P<0.05 为数据比较差异对比鲜明，具有统计学价值。 

2. 结果 
2.1 两组产科护理成效的对比 
经过在多个层面高效对比对照组与观察组，具有产后出血率、

母乳喂养成功率等等，可以看出，观察组的优势较大，数据存在差
别化，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产科护理成效的对比 
组别 例数 患者满意度 产后出血率 母乳喂养成功率 

观察组 100 98.41 4.51 98.25 
对照组 100 83.25 15.27 54.82 

t  11.517 9.143 8.683 
p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人文关怀作为创建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的一种崭新的护理方

式，将人文关怀使用在产科护理当中，对于提升产科产妇的护理满
意度有着积极的作用。根据临床医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临床护理
方式也在持续强化，则人文关怀护理方式的出现与发展也促进了临
床护理的进步[3]。第一，能为患者给予舒适、合理的诊治与住院环
境，在挑选病房的时候，需要全面考虑产妇的经济情况与身体情况
等状况，贯彻确保患者的利益。第二，经过对产妇开展人文护理，
不但能确保临床诊治的顺利开展，而且还达到个体化需要。第三，
对患者展开心理干预，能够减少患者的不良情绪，给予诊治顺从性
与护理配合度，完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提升护理满意度。 

综上所述，在对产科分娩的产妇开展一般护理的前提下开展人
文关怀，能够有效地提升产妇的护理满意度，完善医患关系，降低
医患纠纷出现的概率，十分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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