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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应用于会阴侧切分娩产妇感染控制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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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在会阴侧切分娩产妇护理中以综合护理干预，对控制感染发生的干预作用。方法：试验者是 2021.03 至 2022.03 在医院接受会阴侧

切术治疗的产妇数量共计 90 例，采取数字奇偶法均分 2 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基础性护理，观察组采用综合性护理，比对组间护理效果差异。结果：

观察组产妇甲级切口愈合率比对照组产妇高，观察组产妇感染发生率比对照组产妇低，P＜0.05。结论：以综合性护理进行干预，可显著提升产妇切

口愈合率，减少其发生感染风险，适宜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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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社会经济不断推进下，人们的营养状况得到提升，

孕妇属于特殊群体之一，对于孕期饮食重视度较高，由于大部分孕

妇在孕期内摄入较多营养含量高的食物，促使胎儿体型比较大，无

法经阴道正常分娩，需通过人为在会阴处取一个切口来扩大产道，

确保分娩顺利开展的同时，还能起到降低产妇痛苦的作用，但由于

女性的生理位置较为特殊，易增加产妇会阴侧切口发生感染风险，

故而强化护理服务利于促进产妇恢复[1-2]。本次研究目的是为了分析

以综合护理对产妇施护的意义，现做如下分析汇总： 

1.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病例对象是 90 例行会阴侧切术的产妇，分组方式为数字奇偶

法，对照组：最高年龄为 35 岁，最低年龄为 20 岁，均龄 27.54±

4.28 岁，孕周最长为 41 周，孕周最低为 37 周，孕周平均 39.57±

0.82 周；观察组：年龄及均龄 22 岁至 34 岁（26.89±4.15 岁），孕

周及平均孕周 37 周至 40 周（39.72±0.78 周）。对组间基础资料展

开分析后发现，P＞0.05，证实试验可对比，符合医学伦理学要求。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基础性护理，在完成切口缝合后以碘伏（浓度

为 0.5%）对切口进行擦拭，并对会阴部切口、肛门及外周部进行

清洗，每日清洗 2 次；及时对血迹与分泌物进行清除，强化切口观

察，叮嘱产妇重视个人卫生，确保会阴部处于清洁、干燥状态，勤

更换消毒会阴垫；观察组则采用综合性护理，措施为：（1）虽然以

会阴侧切术能够加快产妇分娩速度，然而易增加产妇疼痛感，增加

其心理负担，故而需结合产妇心理状态展开宣教，及时消除其不良

心理，帮助产妇以积极心态来应对手术，降低机体应激反应；（2）

密切观察产妇体征变化，合理掌握侧切时机，避免因侧切过早而导

致伤口流血量过多，加大产妇感染率，也不可过晚实施侧切而失去

手术治疗意义，损伤到产妇机体健康；与此同时，还需合理掌握侧

切长度，避免增加机体肌肉张力而延长切口愈合时间；（3）术后为

了防止恶露流入而造成切口感染，或者因压迫伤使得血液流通不顺

畅而延缓切口愈合速度，需尽量调整产妇体位为侧卧位，做好健康

宣教工作，促使其能够重视自身清洁工作，维持肛门及会阴部干净，

减少感染情况发生。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切口愈合情况，对比指标：①甲级：切口处愈合情况较

为良好，并且无不良反应出现；②乙级：切口愈合情况较好，然而

存在有破损、肿胀等不良反应发生；③丙级：切口有化脓情况发生，

并且需要将切口切开进行引流； 

（2）感染发生情况。 

1.4 数据处理 

本试验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展开分析，计数资料以%百

分数进行表示，检验以卡方值（x2）；计量资料以（`x±s）进行表

示，检验以 t 值，若组间和（或）组内数据结果显示为 P＜0.05，

则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表 1 中数据所示，观察组护理质量优于对照组，P＜0.05。 

表 1 对比组间护理质量（n，%） 

切口愈合情况 感染发生情况 组别 例

数 甲级 乙级 丙级 发生例数 发生率 

对照组 45 29（64.44）11（24.44）5（11.11） 9 20.00 

观察组 45 42（93.33）3（6.67） 0（0.00） 2 4.44 

x2 值 - 11.275 5.414 5.294 - 5.075 

P 值 - 0.001 0.020 0.021 - 0.024 

3 讨论 

会阴侧切术属于辅助手术措施，将其应用于分娩产妇中可减低

其会阴出现严重撕裂情况，虽然以此手术方式能够提升母婴安全，

减少分娩阻力及缩短产程，然而其毕竟具备一定创伤性，易增加产

妇疼痛感及增加切口感染情况发生，严重降低产妇生活质量，故而

积极采取有效护理措施，利于提升产妇配合度及减少产后感染发生
[3]。既往临床大多以常规护理模式施护，通过围绕着各类医学行为

展开护理服务，确保医疗服务得以顺利开展，但并未对患者生理与

心理等方面展开干预，促使护理效果不理想。综合性护理是满足生

物-心理及社会医学模式需求的护理措施，通过结合病患具体情况

制定出护理干预措施，具备专业性及综合性特点，通过展开心理、

认知等干预，可显著增强产妇依从性，促使其能够主动参与自我保

健，利于提升整体护理质量[4-5]。在本次研究中，经比对常规基础性

护理及综合性护理在会阴侧切分娩产妇中的干预效果差异，发现施

护后观察组甲级产妇切口愈合率达 93.33%，高于对照组产妇

64.44%，观察组产妇感染总发生率为 4.44%，低于对照组产妇

20.00%，证实以综合性护理进行干预，利于加快产妇切口愈合速度

及减少术后感染风险，通过从多角度展开护理干预，可充分发挥出

粗感染及愈合的效果，能够为产妇提供优质性护理服务，进一步增

强护理效果同时，还会增加其对于护理服务的认可度，临床应用意

义较高。 

综上所述，将综合性护理应用在会阴侧切分娩产妇中，所得到

的护理效果较为理想，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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