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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模式用于妇科护理工作中的效果观察

陈莉伟

科尔沁左翼中旗巴彦塔拉镇乌斯吐卫生院　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　029300

摘　要：目的  观察优质护理服务模式用于妇科护理工作中的效果。方法  从妇科收治的患者中选出 200 例作为研究对象，

将所有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00 例患者。对照组中的患者给予常规的护理方法，观察组患者给予优质护理服务。

对比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护理质量及护理满意情况。结果  心理状态上表现为护理前焦虑及抑郁的评分均较高，组间无统计

学差异（P ＞ 0.05），护理后评分均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护理质量上，观察组

患者的基础操作、心理疏导、健康宣教、生活护理及总评分明显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护理

满意度上计算得出的数据显示，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在妇科护理工作中实施优

质护理服务模式能够显著提高护理质量，有效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状态，加快患者康复，赢得患者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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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疾病种类较多，患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各种疾

病均有较高的发病率，对于女性人群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

有着较大的影响。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需要对其实施有

效的护理，一旦出现护理不到位或是护理操作有误的情况将

会导致护理质量降低，引发护患纠纷。随着医疗护理服务的

不断完善，在妇科疾病中不断创新护理模式，对患者实施精

心的护理操作，以更好地推动护理工作的顺利进行，赢得患

者的满意。优质护理服务模式能够直接根据患者病情的需求

进行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促进患者恢复身心健康，保证护理

环节衔接密切，获得良好的护理效果 [1]。近年来，在本卫生

院中将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引入到妇科护理工作中收到了显

著的效果，具体的护理内容及效果进行如下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妇科收治的患者中选出 200 例作为研究对象，截取

的时间段为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在纳入本次研究之

前均获得了患者及其家属的同意。以随机的原则将所有患者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00 例。对照组患者年龄最大的

为 52 岁，最小的为 24 岁，疾病类型：卵巢肿瘤 55 例，宫

腔粘连 20例，异位妊娠 19例，子宫肌瘤 5例，宫颈癌 1例。

观察组患者年龄最大的为51岁，最小的为23岁，疾病类型：

卵巢肿瘤 54 例，宫腔粘连 21 例，异位妊娠 18 例，子宫肌

瘤 6 例，宫颈癌 1 例。使用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患者的资料进

行分析显示无统计学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中的 100 例患者给予常规的妇科护理方法，包

括进行常规的健康知识宣教，强化对患者的心理疏导，做好

围术期的各项护理工作等。观察组中的 100 例患者则实施优

质护理服务，包括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2.1 环境护理

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治疗环境，室内的温度及湿度都调

节到舒适的状态，医护人员的外表要干净大方，面带微笑地

与患者进行沟通，缓解患者对环境的陌生感及紧张感。对于

患者及其家属提出的疑问要耐心地予以回答，并根据患者的

实际情况做好分级护理。根据患者的疾病种类、病情等安置

在不同的病房，以便于对患者实施不同的护理干预方法 [2]。

重症患者应实施一级护理，做好患者的心电图监测并观察各

项指标的变化情况；病情有所改善的患者实施二级护理，同

时鼓励患者配合护理工作，以加快疾病的康复；处于康复中

晚期的患者则实施三级护理，指导患者进行自由活动。

1.2.2 饮食上的护理指导

对患者在饮食上要进行专业的指导，将具体的饮食结

构告知患者，为患者合理地搭配一日三餐，并观察患者饮食

后的反应。告知患者平时要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保

证营养的充足与均衡，满足机体对营养的需求，从而加快康

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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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运动及代谢护理指导

根据患者的疾病类型及病情协助其处于舒适的体位，

并帮助患者在床上进行运动练习，对于咳嗽咳痰的患者可轻

拍背部及给予吸痰处理，利于痰液的排出 [3]。对褥疮高危患

者应做好巡查工作，一旦有褥疮先兆要及时进行预防处理。

同时，还需要为患者提供粪便失禁的护理服务。协助患者定

期更换湿冷的衣物，面部保持干燥清洁。对于有留置导尿管

的患者要做好导管的护理，并定时擦洗会阴部。

1.2.4 心理护理干预

加强对患者的巡视，及时掌握患者的心理动态，了解患

者的情绪变化，使其在治疗期间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情绪。

主动与患者进行交流，向其介绍疾病治疗的大致流程，并告

知患者乐观的心理对于治疗效果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改善患

者的焦虑与抑郁情绪，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去接受并配合医疗

操作 [4]。

1.2.5 术前护理干预

对于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应在术前做好各项准备

工作及心理疏导，向患者交代手术注意事项。同时，在术前

教会患者深呼吸的方法，并训练床上大小便，让患者掌握各

种术后自护技能。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护理质量及护理满意情况。

心理状态的评估方法为使用焦虑自评量表及抑郁自评量表

评分，分数越低则患者的心理状态越好。护理质量分别从基

础操作、心理疏导、健康宣教、生活护理及总评分几个方面

进行分数的评分，评分越高则护理质量越高。护理满意情况

则使用自制的调查表进行各个项目的评分，再根据评分划分

等级，在90分及以上的为非常满意，75-89分的为一般满意，

在 75 分以下的为不满意，满意度为非常满意例数与一般满

意例数之和所占的比例。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版本：SPSS25.0，计量资料：（ x ±s），

表示方法：t，计数资料：（%），表示方法：χ2，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及抑郁评分比较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及抑郁评分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100 52.31±5.74 29.16±2.03 51.14±5.72 30.11±2.04

对照组 100 51.29±5.33 39.26±4.37 51.28±5.65 40.19±4.51

t 3.026 9.548 2.052 11.574

P 0.635 0.000 0.641 0.000

2.2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基础操作 心理疏导 健康宣教 生活护理 总评分

观察组 100 91.12±4.28 91.33±5.02 94.36±4.08 91.38±3.04 92.81±4.18

对照组 100 78.91±4.04 77.62±5.12 78.61±4.35 82.31±5.11 81.02±4.52

t 6.214 7.021 7.124 5.326 5.219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见表 3。

表 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n）

一般满意
（n） 不满意（n） 满意度

（%）

观察组 100 84 15 1 99.00

对照组 100 72 12 16 84.00

χ2 5.624

P 0.012

3. 讨论

妇科疾病具有特殊性，也就使得收治的患者与其他科

室的患者有一定的差异性，在进行治疗的过程中需要对患者

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以规范各个护理操作环节，促进护理

工作的顺利进行，赢得患者的满意。近年来，优质护理在妇

科护理工作中得到了应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为患者提供

良好的治疗环境，在饮食及运动上进行护理指导，促进患者

的新陈代谢。同时，需要做好患者的心理疏导工作，尤其是

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需要在术前进行健康宣教，缓解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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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的恐惧感及担心心理，使得患者在术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5]。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施优质护理干预的观察组焦虑及

抑郁改善的幅度更大，各项护理质量评分更高，最终达到的

护理满意度也最高，与给予常规护理方法的对照组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由此可见，优质护理服务在

妇科护理工作中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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