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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在开展妇幼保健工作过程中按照“妇幼健康 + 中医药”服务模式开展各方面工作价值。方法：德州市

妇幼保健院在 2020 年开始逐步将具有妇幼保健特色的“妇幼健康 + 中医药”服务模式全面运用到妇幼保健工作中。分别

评估全面实施前后各 1 年时间（全面实施前 2019 年 6 月～ 2020 年 5 月）、（全面实施后 2020 年 6 月～ 2021 年 5 月）妇

幼保健工作开展质量。结果：针对实施前后妇幼保健工作开展质量，在病症知识讲解、院内医疗水平、病患管理方面评分，

实施后均高于实施前，（P<0.05）。针对实施前后妇幼保健工作满意度评价，实施后高于实施前，（P<0.05）。针对患者

平均病症改善时间、住院时间统计，实施后均短于实施前，（P<0.05）。结论：在开展妇幼保健工作中按照“妇幼健康 +

中医药”服务模式开展各方面工作，可以综合提升妇幼保健工作质量水平，增加患者满意度，有助于患者迅速进行恢复，

缩短治疗时间。

关键词：“妇幼健康 + 中医药”服务模式；妇幼保健；病症改善时间；住院时间

妇幼保健院的主要职责在于为妇女、儿童提供医疗服

务，属于医疗卫生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对于保护妇女、

儿童健康存在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居民生活质量的不断

提升，对于妇幼保健工作的质量水平存在明显增加趋势 [1-2]。

在常规妇幼保健工作开展过程中，主要从临床、保健两个环

节对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虽然可以促使患者病症得到改善并

提升患者对自身病症的认识水平，但结合实际可见依旧存在

有待完善内容 [3-4]。中医药在妇女儿童的一些常见疾病诊疗

和预防保健中可以发挥独特的优势，将中医药融入妇幼保健

工作中，可以为妇幼保健工作提供新的技术与理论支持。本

次研究主要对“妇幼健康 + 中医药”服务模式在妇幼保健

中的价值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在 2020 年开始逐步将具有妇幼保健

特色的“妇幼健康 + 中医药”服务模式全面运用到妇幼保

健工作中。分别评估全面实施前后各 1 年时间（全面实施前

2019 年 6 月～ 2020 年 5 月）、（全面实施后 2020 年 6 月～ 2021

年 5 月）妇幼保健工作开展质量。本次研究中开展妇幼保健

工作均为院内全体在职医护人员。

1.2 方法

1.2.1 实施前

2020 年之前，妇幼保健院各方面工作都按照常规模式

进行开展，“妇幼健康 + 中医药”服务模式初步成形。在患

者到达医院后，由临床医护人员立即对患者各方面情况进行

评估，并实施针对性治疗，且在治疗过程中做好对应病症知

识讲解工作，开展妇幼保健及部分中医药服务工作。并准确

评估患者在治疗期间各方面症状以及认知水平等变化情况，

对妇幼保健措施等进行调整与完善。

1.2.2 实施后

在 2020 年后，逐步将 “妇幼健康 + 中医药”服务模式

全面运用到妇幼保健工作，尤其近三年来德州市妇幼保健院

“妇幼健康 + 中医药”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具体实施

措施如下：（1）对中医临床科室建立。在开展日常妇幼保

健工作过程中，需逐步将中医理念融入临床、保健以及康复

过程中。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针灸推拿科、中医生殖健

康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眼科、中医耳鼻喉科、

治未病科等，形成“中医 +N”模式，针对相应的病种，开

设中医日间病房，满足患者日常诊疗需求，形成看病有专科、

保健有专技、养生有专方的中医药特色妇幼保健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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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进“妇幼健康 + 中医药”融合。在日常妇幼保健工

作开展过程中，需指导中医医师积极参与到临床治疗的过程

中，包括日常病房查房、会诊等。针对需要住院治疗患者开

展中医药服务，提供中药、保健、医疗、康复等治疗。开设

中西医结合优势病种联合门诊，如妇科、儿科、产科、生殖

健康科、耳鼻喉科、眼科、儿童保健科、儿童康复科、产后

保健科等中西医联合门诊。（3）持续开展中医药服务项目。

结合妇幼保健院日常工作的开展情况，对中医临床科室进行

建立，结合保健院自身特色以及科室优势，加快中医专科专

病建设速度，确保中医科室在妇幼保健工作的价值可以迅速

得到发挥。例如在对腔炎、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月经失调、

痛经等患者进行治疗过程中，可以开展针灸、中药塌渍、中

药外敷、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治疗。在对上感、发热、咳嗽、

鼻炎、哮喘、积食、厌食、便秘、腹泻、扁桃体炎、遗尿、

发育不良、体质调理、小儿肌性斜颈等常见儿科疾病进行治

疗的过程中则可以合理运用中药、针灸、推拿、贴敷、蜡疗

等治疗方法进行治疗。并逐步将中医针灸、推拿、穴位埋线、

针刀、火针、耳针、浮针、刮痧拔罐、刺络放血、穴位敷贴

等中医适宜技术运到临床治疗的过程中。中医生殖健康科运

用中药、针刺、艾灸等多种手段，诊治不孕不育、复发性流产、

月经不调、痛经、卵巢功能衰退、多囊卵巢综合征、慢性盆

腔炎性疾病及男性不育症等生殖系统疾病。结合保健院各个

科室的特点，将各方面中医技术合理进行运用，并逐步将中

医治未病理论融入临床治疗过程中，合理开展督灸、穴位贴

敷、平衡火罐、药物敷贴、足浴、药膳等，达到保健、养生

的效果。（4）建立完善的中医药房服务体系。逐步针对院

内中药房进行完善，确保可以准确开展储存、调剂、煎煮、

临方炮制等中医药常见操作。并建立完善的中医药房管理机

制，针对各类中药严格进行管理，对存放条件科学管控。建

立中药处方点评制度，每月开展中药处方点评，提高处方质

量，促进合理用药，保障医疗安全。（5）强化中医医疗队伍。

定期对院内中医药医护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并定期聘请

专家到院内开展各方面指导工作，对该部分医护人员综合素

质能力进行强化。并鼓励妇科、儿科、产科等专业临床医师

积极参加“西医学习中医”培训工作，并适当增加妇产科、

儿科专业人员比例，提高其中医药理论素养和业务技能，指

导非中医人员合理应用中成药。（6）营造良好中医药文化

氛围。在推动“妇幼健康 + 中医药”服务模式建立的过程中，

需要做好院内宣传工作，引导患者对中医药各方面知识进行

初步了解和认知，增加患者中医保健知识的认知水平。

1.3 观察指标

（1）工作质量对比。针对实施前后妇幼保健院日常工

作质量水平进行评估，主要对病症知识讲解、院内医疗水平、

病患管理三个层面进行评估，均按照百分制进行评定。（2）

妇幼保健医疗工作满意度对比。随机在实施前后两个观察时

间段内选择 100 名患者针对医疗工作满意度进行评价，指导

患者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判断，按照百分制评定，85 分以上

为满意、70~85 为较为满意，70 分以下为不满意。（3）患

者康复情况对比。针对患者病症改善时间、住院时间进行统

计与对比。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与两组有关数据都运用SPSS20.0进行处理，

符合正态分布，均值 ± 标准差（ sx ± ）表达工作质量等计

量数据，t 检验，卡方检验计数数据，百分数（%）表示，

（P<0.05）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观察对象基本资料对比

针对两组病例构成比例、年龄统计学处理，无差异，

（P>0.05），详见下表 1。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 x ±s/n(%)]

组别 例数
病例构成 年龄段

妇女 儿童 妇女 儿童

实施前 100 55（55.00） 45（45.00） 31.41±2.13 5.42±2.05

实施后 100 56（56.00） 44（44.00） 31.05±2.42 5.68±1.88

T - 1.285 1.285 1.142 1.114

P - 0.425 0.425 0.564 0.896

2.2 工作质量对比

针对实施前后妇幼保健工作开展质量，在病症知识讲

解、院内医疗水平、病患管理方面评分，实施后均高于实施

前，（P<0.05），详见下表 2。

表 2  实施前后工作质量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病症知识讲解 院内医疗水平 病患管理

实施前 100 85.63±2.34 82.62±2.24 83.12±2.14

实施后 100 92.56±2.22 93.21±2.13 93.51±2.13

T - 15.425 16.045 13.108

P - 0.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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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施前后工作满意度对比

针对实施前后妇幼保健工作满意度评价，实施后高于

实施前，（P<0.05），详见下表 3。

表 3  实施前后工作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施前 100 60（60.00） 40（40.00） 0（0.00） 100
（100.00）

实施后 100 45（45.00） 40（40.00） 15（15.00） 85（85.00）

χ2 - - - - 12.085

P - - - - 0.001

2.4 患者康复情况对比

针对患者平均病症改善时间、住院时间统计，实施后

均短于实施前，（P<0.05），详见下表 4。

表 4  患者康复情况对比（ sx ± ,d）

组别 例数 病症改善时间 住院时间

实施前 100 3.63±1.05 7.62±1.28

实施后 100 2.56±1.06 5.21±1.45

t - 9.485 12.485

P - 0.0001 0.001

3 讨论

妇幼保健作为医疗体系中最主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社

会关注。其各方面医疗工作主要围绕女性、儿童开展。且随

着新生儿数量的不断降低，孕产妇以及儿童的数量存在有明

显减少趋势，为确保妇幼保健院各方面工作可以顺利开展，

需要结合当前社会的主要形式，对发展模式以及发展方向进

行逐步调节，确保妇幼保健院可以正常开展各方面医疗工

作。在国家各方面政策加持的情况下，为妇幼保健院的创新

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5-6]。中医药属于我国传统医学中最为重

要的组成部分，在妇幼保健方面的运用具备较长远的历史。

通过将中医药和妇幼保健进行有效融合，开创“妇幼健康 +

中医药”服务模式，可以促使该方面医疗工作效率进一步得

到提升。

在“妇幼健康 + 中医药”服务模式下主张结合妇幼保

健各方面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并结合中医药技术的特点，

将各方面中医治疗措施运用到妇幼临床治疗的过程中。按照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对患者进行各方面治疗，起到提升治

疗效果，帮助患者进行恢复的目的 [7-8]。且中医特色医疗技

术具备较高的安全性，在实施过程中通常不会导致患者出现

不良反应，更加适用于对妇女以及儿童治疗的过程中。同时

中医保健养生理念更加符合当代居民的实际需求，在日常医

疗过程中可以帮助患者从中医角度对各方面保健、养生知识

进行掌握 [9-10]。在本次研究中，结合对妇幼保健院在实施“妇

幼健康 + 中医药”服务模式前后工作质量对比，实施后质

量明显高于实施前，表明在“妇幼健康 + 中医药”服务模

式的作用下，可以起到对妇幼保健院日常工作质量进行提升

的目的。而在陈诗琪等 [11] 研究中同样指出，将中医管理理

论运用到妇幼保健院日常管理过程中，可以达到提升日常医

疗工作质量的目的，与本次研究相符。此外，对比实施前后

护理满意度可知，在“妇幼健康 + 中医药”服务模式的作

用下，可以增加患者对妇幼保健院日常医疗工作满意度，并

有利于提升妇幼保健院综合医疗水平，缩短患者治疗时间，

达到帮助患者进行恢复的目的。

综合本次研究，妇幼保健院通过开展“妇幼健康 + 中

医药”服务模式可以更加有效提升该方面工作质量，为患者

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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