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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干预在 ICU 剖宫产产后出血患者护理中的作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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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在 ICU 剖宫产产后出血病人护理中，采用不同护理方案，总结整体护理干预方案实施效果与优越性。方法：于
2020.1- 2020.12 期间我院 ICU 所收治的剖宫产产后出血病人进行调研，本次调查共纳入 88例病人。根据护理方案进行分组，
护理 1组选用常规护理，护理 2组选用整体护理干预。总结与探究 2种护理方案实施效果。结果：护理 1组与护理 2组对照，
得分结果较低，两组差异明显，P 值低于 0.05。结论：在 ICU 剖宫产产后出血病人护理中，整体护理干预方案实施效果优异，
值得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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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出血在临床治疗中属于常见且多发疾病，此疾病具

备发病率高的特点，据临床不完全统计资料与结果证实，最

近几年产后出血发生率呈逐年增高趋势，和二胎、三胎政策

开放与实施有直接关系
[1]
。产后出血是指产妇分娩胎儿后的

24小时内出血量高于 500 毫升，产后出血发生和软产道裂伤、

凝血功能障碍、胎盘因素等情况有直接关系。产后出血发生

后主要表现为继发性贫血、失血性休克、阴道失血等症状
[2-3]

。

产后出血一旦发生会给病人生活、身体健康造成影响与威胁。

产后出血疾病特殊，部分病人在发生后会收入 ICU 进行治疗，

虽然 ICU 治疗可保证病人生命安全，但配合科学、有效的护

理，可提高治疗效果、改善临床症状。我科室为了提高护理

质量，则采用 2种不同护理方案，为了调研此方案实施效果，

于 2020.1-2020.12 期间纳入的 88 例病人进行调研，具体实

施情况，见如下阐述、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2020.1-2020.12期间我院ICU所收治的剖宫产产后出

血病人进行调研，本次调查共纳入 88 例病人。根据护理方式

进行分组，护理 1组（44）病人中，病人年龄跨度在 22 岁至

39 岁之间，中位年龄为 30.15 岁。护理 2组（44）病人中，

年龄跨度在 23 岁至 40 岁之间，中位年龄为 30.16 岁。两组

病人一般资料对比，结果并无差异，（P>0.05）。 

1.2 方法 

护理 1组选用常规护理。 

护理 2组选用整体护理干预，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1）心理干预：产后出血后病人会存在焦虑、抑郁等负

性情绪反应，故而要配合科学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与病人

积极沟通，面对病人所提出的要求尽可能的满足，帮助病人

疏解心情，改善与缓解负性情绪反应。（2）术后病情监测干

预：对于产后出血病人，要观察病人子宫收缩能力、阴道流

血量，每间隔 30 分钟测量病人呼吸频率、脉搏以及血压，同

时记录病人尿量，如果病人发生生命体征改变，要立即通知

医生，并协助病人找到诱发与导致因素。（3）失血量测量：

在 ICU 护理期间，要使用称重法计算病人每日出血量，首先

测量护理垫重量，再根据护理垫浸湿状态进行称重，再将护

理垫本身重量减去，按照血液密度进行换算，计算出血量，

并严格记录。 

1.3 观察指标 

总结护理结果。护理满意评分结果，采用评分方式进行，

总得分值越高表明病人对于本次护理越为满意，此评分问卷

为我院自设问卷。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中的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其中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sx  ）表示，服从正

态分布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不服从正态分

布，两组间比较选用 LSD-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χ2）

检验，并以 P <0. 05 作为数据有统计学差异的判断标准。 

2 结果 

护理 1 组：给予 82.11±1.36 分护理满意评价，说明病

人、病人家属对于本次护理方案认可；护理 2组：给予 90.19

±1.12 分护理满意评价，说明病人、病人家属对于本次护理

方案十分认可，护理 1 组与护理 2 组对照，得分结果较低，

两组差异明显，P值低于 0.05。 

3 讨论 

产后出血在临床治疗中属于常见疾病，是分娩常见并发

症，发生率高于 3.5%，近些年产后出血发生率呈不断增高趋

势，此情况和二胎、三胎政策开放，妊娠率增高有很大关系
[4]
。产后出血疾病特殊，大多数病人在发生后会收入 ICU 进

行治疗，但在治疗期间配合有效的护理。通常情况下，临床

常用护理方案为传统常规护理，虽然有效，但作用不佳。为

了提高护理效果，则采用整体护理干预。整体护理干预属于

新型护理方案。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心理护理干预，可帮助

病人改善与缓解负性情绪反应，同时提高病人疼痛耐受能力。

而且有效的沟通，可取得病人的信任感，提高病人护理依从

性。护理人员在对病人护理期间，通过观察病人症状改变，

计算出血量，在病人发生异常后，可立即发现，从而实现早

发现、早治疗，进而提高治疗效果，保证病人生命安全。 

综上所述，在 ICU 剖宫产产后出血病人护理中，整体护

理干预方案实施效果优异，值得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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