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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护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研究

马晨曦
武汉市江夏经济开发区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北 武汉 430200

摘� 要：本文聚焦妇产科护理，深入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存在问题包括护理人员专业能力不

足，如知识技能欠缺、应急处理能力弱、专业发展滞后；护患沟通不畅，涉及沟通时间不足、技巧欠缺、忽视心理沟

通；护理管理制度不完善，存在制度执行不严格、监管力度不足、风险评估机制欠缺等情况。针对这些问题，相应措

施有加强护理人员培训教育、完善护患沟通机制、优化护理管理制度以及加强患者健康教育等，旨在全面提升妇产科

护理质量，保障母婴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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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妇产科护理对母婴健康意义非凡。在现代医疗环境

下，却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护理工作要求日益提

高；另一方面，当前妇产科护理在多个维度暴露出问

题。护理人员专业素养参差不齐，护患之间交流存在障

碍，护理管理制度存在漏洞，这些均对护理质量产生不

良影响，甚至危及患者安全。深入探究这些问题并寻求

有效解决途径，是妇产科护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

题，有助于推动妇产科护理事业的良性发展。

1 妇产科护理中存在的问题

1.1  护理人员专业能力不足
（1）知识技能欠缺：部分妇产科护士未接受系统全

面的专业培训，其知识体系存在漏洞，对妇产科的新知

识、新技术掌握不足。这使得她们在实际护理工作中，

难以准确地执行医嘱和操作技能。比如在产后护理中，

可能无法正确指导产妇进行产后康复锻炼，或在新生儿

护理时，不能准确判断新生儿的常见问题及给予正确的

护理措施，进而影响整体护理质量。（2）应急处理能力
弱：妇产科患者病情变化迅速，常出现产后大出血、子

痫等紧急情况。然而，一些护理人员缺乏应急处理经验

和能力，面对突发状况时易惊慌失措，无法及时有效地

配合医生进行抢救。比如在产后大出血的紧急情况下，

可能因紧张而手忙脚乱，不能迅速准确地准备好急救药

品和器械，延误最佳治疗时机，严重危及患者生命安

全。（3）专业发展滞后：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更新，妇
产科的医疗器械、药品等也在不断推陈出新。但部分护

理人员未能及时跟进学习，对新器械的操作方法及新药

品的使用注意事项了解不够。在实际工作中，就容易出

现操作失误或用药不当等问题，给患者带来安全隐患，

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康复进程。

1.2  护患沟通不畅
（1）沟通时间不足：妇产科护理工作任务繁重，护

士常常需要同时照料多名患者，这使得她们能够分配给

每位患者及家属的沟通时间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

护士难以充分了解患者的各种需求以及心理状态，患者

也无法从护士那里获取足够的信息，对自身病情、治疗

方案等缺乏全面了解，进而容易产生误解和不满，影响

护患关系。（2）沟通技巧欠缺：部分护士在沟通技巧方
面存在不足，与患者交流时，语言表达生硬、冷漠，缺

乏情感关怀，让患者感觉自己未受到重视。并且，一些

护士习惯使用过于专业的医学术语，患者因缺乏专业知

识，难以理解护士所传达的信息，这无疑会影响护患之

间的信任与配合[1]。此外，当患者及家属提出问题时，

若护士不能耐心解答，甚至表现出不耐烦，极易引发护

患矛盾，使患者对护理服务产生质疑。（3）忽视心理沟
通：妇产科患者因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往往承受着

较大的心理压力。例如，孕妇会担忧胎儿的健康状况，

产妇则可能焦虑产后身体的恢复情况等。然而，部分护

士在护理过程中，过于侧重患者的生理护理，却忽视了

心理护理和沟通的重要性。她们未能及时察觉患者的心

理变化，给予必要的心理支持和疏导，导致患者的心理

问题不断加重，进而影响治疗效果和康复进程，降低了

患者的就医体验和满意度。

1.3  护理管理制度不完善
（1）制度执行不严格：虽然医院制定了一系列妇产

科护理管理制度，但在实际工作中，部分护士存在侥幸

心理，对制度执行不严格，如不按时巡视病房、不认真

填写护理记录等，导致护理工作存在漏洞，增加了护理

风险。（2）监管力度不足：医院对妇产科护理工作的
监管存在薄弱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检查机制，对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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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的违规行为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使得一些护理

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长期积累可能引发严重的医疗事

故。（3）风险评估机制欠缺：妇产科护理工作风险较
高，但部分医院尚未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不能对

患者的病情、护理操作的风险等进行准确评估和预警，

从而无法提前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降低护理风险。

2 解决妇产科护理问题的措施

2.1  加强护理人员培训教育
（1）定期组织妇产科护理人员参加专业知识和技能

培训至关重要。培训内容应涵盖妇产科护理学、新生儿

护理学、急救护理学等多方面知识，同时包含各种护理

操作技能的培训与考核。例如，在妇产科护理学中，深

入学习孕期护理、分娩过程护理以及产后护理等知识；

在新生儿护理学里，着重掌握新生儿常见疾病护理、喂

养指导等要点。通过系统的培训，护理人员能够及时更

新知识体系，不断提升专业技能水平，从而在实际工作

中熟练、准确地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有效避免因

知识技能欠缺导致的护理质量问题。（2）妇产科患者
易出现产后大出血、子痫、新生儿窒息等紧急情况，因

此需针对这些常见危急状况开展应急演练和培训。一方

面，强化护理人员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如危急重症

的病因、症状、诊断标准和处理原则等；另一方面，进

行实际操作训练和模拟演练，让护理人员熟悉各种急救

设备的使用，如除颤仪、吸引器等。通过反复演练，使

护理人员熟悉应急预案和流程，在紧急时刻能够迅速、

有效地配合医生进行抢救，最大程度保障患者的生命安

全，减少因应急处理不当而引发的严重后果。（3）良
好的沟通是优质护理的关键。加强护理人员的沟通技巧

培训，可从语言表达、倾听技巧、非语言沟通等方面入

手。培训中，教导护士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患者交

流，避免专业术语造成的理解障碍；注重倾听技巧的培

养，让护士学会耐心倾听患者的诉求，给予充分关注；

同时强化非语言沟通能力，如眼神交流、肢体语言等，

使患者感受到护士的关心与尊重[2]。通过有效的沟通，

护士能够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给予心理支持和安

慰，建立起信任、和谐的护患关系，从而提高患者的满

意度和治疗配合度。

2.2  完善护患沟通机制
（1）增加沟通时间：合理安排护理人员工作任务是

增加沟通时间的关键。医院需根据患者数量、病情严重

程度等因素，科学分配护理工作，避免护士工作负担过

重，从而保证其有充足时间与患者及家属交流。在患者

入院时，护士应热情接待，详细介绍医院环境、规章制

度等，让患者尽快适应新环境；治疗过程中，及时告知

患者治疗进展、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应对方法；出院

前，耐心讲解出院后的注意事项，包括饮食、休息、康

复锻炼等，确保患者在院期间及出院后都能得到全面的

护理指导。（2）建立多元化沟通渠道：除传统面对面沟
通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可极大提高沟通效率。建立护

患沟通微信群，方便护士随时解答患者疑问，分享健康

知识；电子病历系统中的沟通功能也为医患交流提供了

便捷平台，患者可通过该系统查看自己的病情、治疗方

案等信息，同时与医护人员进行实时沟通。此外，医院

还应鼓励患者及家属主动与护士沟通，可设立意见箱、

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等，及时收集反馈问题和需求，以

便不断优化护理服务。（3）注重心理沟通：妇产科患
者由于生理和心理的特殊变化，更需要心理关怀。护士

要善于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通过面部表情、言语、行

为等细节，及时发现患者的心理问题。对于孕妇的产前

焦虑，护士可组织产前培训课程，详细介绍分娩知识，

包括分娩过程、分娩方式的选择等，同时分享成功分娩

的案例，增强孕妇的自信心；对于产后抑郁的产妇，护

士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和陪伴，耐心倾听她们的烦恼和困

惑，鼓励其积极面对产后生活，必要时可联系心理医生

进行专业干预，帮助产妇尽快恢复心理健康。

2.3  优化护理管理制度
（1）加强对护理人员的教育是确保制度严格执行的

基础。通过开展专题培训、案例分析等活动，让护理人

员深刻理解护理制度对于保障患者安全和护理质量的重

要意义，从而增强其责任意识与自律意识。同时，建立

健全监督和考核机制至关重要。明确监督主体与考核标

准，采用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护理

人员的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对于违反制度的行

为，绝不姑息，依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严肃处理，以

维护制度的权威性，保证各项护理制度能够切实落实到

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2）完善的监管体系是提升护
理质量的关键。要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妇产科护理工

作监管网络，加强对护理人员日常工作的细致监督与检

查。定期对护理质量进行全面评估和深入分析，运用科

学的评价指标和方法，准确找出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

迅速制定整改措施，并对整改效果进行持续跟踪复查，

形成有效的闭环管理。（3）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与防
范机制是降低护理风险的重要保障。制定详细、精准的

妇产科护理风险评估指标和方法，从患者的病情严重程

度、身体状况、心理状态，到护理操作的复杂程度、技

术难度、潜在风险等多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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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结果，为不同风险等级的患者和护理操作制定

个性化的风险防范措施。比如，对于高危孕产妇，增加

病情监测的频次，安排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进行专人护

理，制定详尽的个性化护理计划；对于高风险的护理操

作，如静脉穿刺、产后出血抢救等，护理人员必须严格

遵循操作规程，提前做好充分的防范准备，确保操作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最大程度地降低护理风险，为患者提

供更加安全可靠的护理服务。

2.4  加强患者健康教育
（1）孕期是母婴健康的关键时期，加强孕期健康教

育至关重要。通过举办孕妇学校、开展专题讲座等多种

形式，系统地向孕妇及其家属普及孕期保健知识。在孕

期营养方面，详细讲解各类营养素的重要性及食物来

源，帮助孕妇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确保胎儿获得充足

的营养供应。明确产检项目及时间安排，使孕妇按时进

行产检，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孕期可能出现的问题。此

外，针对孕期常见不适，如恶心、呕吐、腰酸背痛等，

教授有效的应对方法，提高孕妇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

力，让她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孕期身体变化，确保孕期母

婴健康。（2）分娩对于产妇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生理和心
理挑战，因此分娩期的健康教育不可或缺。在产妇分娩

前，医护人员应详细地向其介绍分娩的全过程，包括不

同阶段的特点和身体变化，让产妇心中有数。讲解分娩

方式的选择及其优缺点，帮助产妇根据自身情况做出合

适的决策。此外，着重强调分娩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如

配合医护人员的指导、保持正确的体位等。指导产妇掌

握正确的分娩呼吸方法和用力技巧，通过模拟练习等方

式让其熟练运用，增强产妇的自信心，从而减轻对分娩

的恐惧心理，使其能够更加顺利地度过分娩期。（3）产
后身体恢复和新生儿护理是产妇及其家属关注的重点，

产后健康教育应全面且细致。医护人员要向产妇及其家

属详细讲解产后护理知识，包括产后恶露的观察方法、

会阴部护理要点等，预防产后感染。在母乳喂养方面，

不仅要传授正确的喂养方法和技巧，如正确的喂奶姿

势、含接方法等，还要强调母乳喂养的好处，鼓励产妇

坚持母乳喂养[4]。同时指导产妇进行产后康复锻炼，促进

身体各器官的恢复，如盆底肌锻炼等。此外，关注产妇

的心理健康同样重要，要密切留意产妇的情绪变化，及

时发现和处理产后抑郁等心理问题，给予心理支持和疏

导，帮助产妇尽快适应产后生活，促进身心健康。

结束语：妇产科护理中存在的问题复杂多样，涉及

人员、沟通、制度等多方面，严重制约护理质量提升与

患者就医体验优化。通过加强护理人员培训教育，可

提升其专业能力与沟通水平；完善护患沟通机制，能增

进双方理解与信任；优化护理管理制度，可规范护理流

程、降低风险；加强患者健康教育，利于患者配合与康

复。总之，只有全面落实这些解决措施，才能有效解决

妇产科护理现存问题，为母婴提供更优质、安全、贴心

的护理服务，推动妇产科护理迈向新高度，适应现代医

疗发展需求，促进医患关系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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