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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对产科护理质量及母婴健康的影响

张丽琴
龙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丽水�323700

摘�要：目的：探究在产科护理工作中，实施整体护理对护理质量及母婴健康的影响。方法：研究时段严格限定

于2022年5月-2023年8月，取我院产科孕产妇100例并分组；以常规护理为对照，评价整体护理的实施价值。结果：与

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孕产妇护理质量、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且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4%，母婴健康情况良好
（P < 0.05）。结论：在产科护理工作中实施整体护理效果显著，可强化护理质量并确保母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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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护理质量直接关系到母婴安全和健康，是医疗

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高质量的产科护理，能有效降

低孕产妇死亡率，减少并发症而提高新生儿生存率。

因此，提高产科护理质量，是医疗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任

务[1]。整体护理作为一种临床中新型护理模式，其背景

源于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和人们对健康需求的提高。随

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医疗保健的要求越来越高，临床

工作，不仅要治疗疾病，还需要全面关怀患者[2]。整体

护理正是基于该背景下而产生的，其核心理念以患者为

中心，关注患者的身体、心理、社交等多方面的需求，

从而为患者提供全面、连续、个性化的护理服务。临床

研究证实，整体护理的意义，在于其能提高护理服务质

量、提升孕产妇满意度。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实况：研究对象为我院产科孕产妇100例，时

段控制在2022年5月-2023年8月。将其随机取样法进行
分组处理（每组纳入50例）；其中对照组：初产妇、
经产妇分别有28、22例；年龄23-40岁，体质量19-23kg/
m2，孕周37-41周，以上指标均值，借助SPSS20.0软件
计算后，分别显示为（30.57±4.47）岁、（38.36±0.19）
周、（22.22±0.45）kg/m2。观察组中，初产妇35例，经
产妇15例；年龄23-40（30.36±4.55）岁，体质量19-23
（22.45±0.22）kg/m2，孕周37-41（38.44±0.22）周。组间
信息对比、均衡性较高，P > 0.05。

1.2  纳排标准
纳入标准[3]：（1）临床资料完整；（2）单胎妊娠；

（3）孕产妇及家属对本研究知情。
排除标准[4]：（1）合并免疫系统疾病；（2）认知

及沟通障碍；（3）近期内有急慢性感染；（4）合并
肿瘤；（5）合并心肌炎、风湿性心脏病等严重疾病；

（6）有精神障碍无法进行正常沟通。
1.3  干预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严格按照科室现有的规章制

度开展处理措施，严格以孕产妇个体特点为基准，对其

内心状态进行综合评价；叮嘱其按时产检，为其营造温

馨、舒适的产后休养环境，加强与孕产妇的交流沟通，

耐心倾听其主诉，继而满足其合理需求。

观察组开展整体护理：（1）孕期整体护理：孕期
护理是整体护理工作在产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

在于，确保整个孕期，孕妇都能保持良好身体和心理状

态，为胎儿的健康发育提供保障。孕期护理包括定期产

前检查、监测身体状况、提供孕期营养指导、心理健康

支持等。邀请专业医生为孕妇讲解孕期保健、营养、运

动等方面的知识，帮助孕妇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念。指导

孕妇摄入多样化的食物，确保获得全面的营养。鼓励孕

妇摄入足够的鱼、肉、蛋和奶制品，以获得高质量的蛋

白质。根据孕妇的体重和孕周，指导其合理增加体重，

避免过重或过轻。鼓励孕妇进行适量的体育活动，如散

步、孕妇瑜伽等，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和促进顺利分

娩。在此基础上，建立孕妇心理档案，定期评估孕妇心

理状况，及时发现心理问题并给予干预。（2）分娩期整
体护理：分娩期是孕妇和胎儿最需要关注的时期，护理

工作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加强护理人员的培训，提高

业务水平，确保母婴安全。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如提供

温馨的病房环境、关爱产妇生活需求等，提升产妇满意

度。落实责任制护理，明确护理人员职责，提高护理质

量。护理人员需要与产妇建立信任关系，让产妇感受到

被尊重和理解。可通过倾听、关心和支持来实现，让产

妇感受到被尊重和被关心，更有利于产妇打开心扉，分

享自己的担忧和恐惧。向产妇提供关于分娩过程、疼痛

管理、新生儿护理等方面的信息和教育，帮助她们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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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对分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教授产妇一些放松

技巧，如深呼吸、渐进性肌肉松弛等，帮助她们在分娩

过程中保持冷静和放松。（3）产后整体护理：产后2小
时，需密切观察产妇的生命体征，包括心率、血压、呼

吸和体温等。一旦发现异常，立即报告医生并采取相应

措施。此外，还需关注产妇的面色、表情和意识状态，

以便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观察产妇的子宫收缩情况，

触摸宫底位置，评估宫缩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若发

现宫缩不足，应遵医嘱及时给予子宫收缩剂，确保子宫

正常收缩。产妇在产后2小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紧
张、恐惧等情绪，从而直接影响子宫的收缩和产后的恢

复。因此，还需护理人员需要给予产妇心理支持，缓解

其负面情绪，帮助产妇建立信心。此外，向产妇及家属

详细讲解产后恢复知识，提高其自我护理能力。产后2小
时产妇身体较为虚弱，更需得到充分休息和营养。此时

就需确保产妇床铺整洁，保持室内温度和湿度适宜。鼓

励产妇适量饮水，主要进食高蛋白、高维生素的食物，

以促进其身体的更好恢复。

1.4  观察指标

护理质量。借助我院护理部自制调查问卷展开评

价，共四项内容且单项分值0-25分，分值和护理质量间呈
现正比关系。

母婴健康情况。主要对比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发

生率越低、母婴越健康。

护理满意度。由科室自制量表（0-100分），主要围
绕“服务态度、护理操作、护理安全、交流沟通”等几

项内容展开。“非常满意”判定标准：总分超过90分；
“基本满意”判定标准：70-90分；“不满意”判定标
准：总分不超过70分。

1.5  统计学内容
本研究数值录入SPSS20.0软件，母婴健康、护理满

意度用[n/（%）]表述、x2检验；护理质量以（ ）表

述、t检验；统计学成立、P < 0.05。
2��结果

2.1  护理质量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孕产妇的护理主动意识、护

理熟练度等护理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见
表1。

表1��护理质量（ ，分）

组别 护理主动意识 护理沟通水平 护理熟练度 突发事件处理能力

观察组（n = 50） 21.36±1.15 20.31±1.33 21.24±0.40 21.44±1.16

对照组（n = 50） 20.55±0.69 19.56±1.12 20.47±0.58 20.11±0.45
t 4.270 3.050 7.727 7.558

P P < 0.05 P < 0.05 P < 0.05 P < 0.05

2.2  母婴健康情况
观察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仅4%，明显低于18%的

对照组，故而母婴健康情况良好（P < 0.05）。见表2。

表2��母婴健康情况（n，%）

组别 产后出血 产后感染 胎盘早剥 新生儿窒息 总发生率

观察组（n = 50） 1（2.00） 0 1（2.00） 0 2（4.00）

对照组（n = 50） 3（6.00） 3（6.00） 2（4.00） 1（2.00） 9（18.00）
x2 -- -- -- -- 5.005
P -- -- -- -- P < 0.05

2.3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孕产妇的护理满意度更高（P < 0.05）。见表3。

表3��护理满意度（n，%）

组别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n = 50） 34（68.00） 15（30.00） 1（2.00） 49（98.00）

对照组（n = 50） 23（46.00） 20（40.00） 7（14.00） 43（86.00）

x2 -- -- -- 4.891
P -- --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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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母婴健康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基础，然而，由于各

种原因，我国的母婴健康面临着许多挑战，如孕产妇疾

病的高发、难产率的增加等[5]。因此，保障母婴健康非

常必要，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整体护理以患者为中

心，注重患者身心的全面护理。与常规措施相比，整体

护理不仅仅是治疗疾病，更是照顾患者的生活、心理、

社会等方面，以满足患者的全面需求；且各项措施的实

施，注重人性化、科学化；在产科实施整体护理工作，

首先要开展全面的孕期健康管理，其次根据产妇实际情

况开展干预，最后完善细致护理，以促进孕产妇的身心

恢复[6]。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孕产妇护

理质量、护理满意度明显较高，且母婴健康情况良好（P 
< 0.05）。可见，整体护理应用在产科护理中具有明显优
势。根源探究；整体护理注重产科护理过程中的细节，

从孕产妇的生理、心理、社会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为其

提供全方位的护理服务[7]。其次，整体护理强调护理过程

中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通过对护理过程的全程监控，确

保孕产妇在各个阶段都能得到专业护理服务[8]。此外，整

体护理工作更加注重护理团队的协作，通过加强护理人员

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提高护理团队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

平。因此，整体护理工作的开展，有助于提升产科的护理

服务质量，继而提高孕产妇对临床护理工作的满意度[9]。

综上，整体护理工作以孕产妇为中心，强调护理工

作的全面性和连续性，有利于发现和解决孕产妇在孕

期、分娩期和产后可能遇到的问题。通过整体护理工

作，可降低护理差错，提高孕产妇满意度而确保母婴健

康。因此，推广整体护理工作，对提高产科护理质量及

确保母婴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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