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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护理常见风险的预防和处理策略 
王艳清 

托克托县医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200 

摘要：目的：本文旨在对本院妇科住院患者常见风险进行探究，并分析与之相适应的预防和处理对策。方法：选取我院 2020
年 5月至 2021 年 5月间收治的 120 例患者作为实验对象，并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且在所有患者知情自愿的前提下，平均分
为常规护理对照组和个体化护理模式观察组，每组 60 例。采用不同护理方法后，就个体化护理模式应用于妇科住院患者后患
者的护理满意度和感染发生情况及患者的影响做出相关对比研究。结果：采用个体化护理模式护理后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95.0%，
采用常规护理方法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60.0%。对照组患者感染发生率为 30.7%，采用个体化护理管理的观察组感染发生率为
14.3%。P＜0.05。结论：将个体化护理模式应用于妇产科住院患者的护理中，能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促进患者身心健康，
有利于提高患者依从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患者在治疗中所发生的感染情况，改善医生与患者及家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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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于医护要求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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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要科室在患者风险的预防和处理方面做出了积极探
讨，因此我院对 120 例妇产科住院患者分别进行了常规护理
和个体化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影响及患者感
染情况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20 年 5 月～2021 年 5 月间收治的 120 例妇

产科住院患者，保证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并
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分成采用常规护理的参照组和个体化
护理干预的观察组 2个组别，每组各 60 例。 

采用基础知识教育和常规护理的对照组中：年龄 25 岁～
52 岁，平均 36.2±2.7 岁。 

采用精细化、专业性的个体化护理干预的观察组中，年
龄 26 岁～53 岁，平均年龄 39.6±2.1 岁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不显著,没有
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2 常见风险及预防处理对策 
2.1 常见风险 
2.1.1 护士法律意识淡薄：随着近些年社会平均文化水

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安全防范意识持续提高，因为社会舆
论问题的影响，导致人们对于医疗问题的敏感度较高，在医
护服务过程中导致医患护患纠纷的风险也在随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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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属于重点科室，但是因为护理人员缺少自我保护的意识，
在护理工作中很容易出现各种纰漏或错误这也后续的法律责
任风险问题形成严重隐患，在纠纷事件发生后显得更加被动。 

2.1.2 护理人员个体素质薄弱：妇产科的护理人员普遍
属于年轻护士，在工作过程中的经验不足，在应急处理事件
方面的能力也比较差，在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过程中可能存
在语言不妥善、语气不和谐等。 

2.2 预防处理对策 
（1）观察组及对照组患者入院后，了解患者病程以往病

史，建立患者档案，医生应指导并协助患者完善相关检查，
为患者提供相关治疗手册，引导患者了解本次护理方法提高
患者依从性。 

（2）明确诊断结果，研究出与患者相适应的医疗进程，
嘱咐家属及患者定期复诊，积极跟进患者生命特征及时告知
患者及家属有关的护理方案，且在患者及家属的同意下进行
本研究。 

（3）在观察组护理中加强日常消杀，为重症病房患者病
房内增加洗手池加强医护人员正规消杀事项从根源入手防止
病菌传入。 

（4）为观察组患者，建立有效医患联系，由主管医生和
护士定期宣传妇产科护理的注意事项以及相关知识，对于患
者院内外异常情况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避免延误病情。 

（5）观察组根据科室接待的患者情况及护士基本状况等，
适当减少护士分管的患者人数，通常情况下，需控制每名护
士分管的患者人数不超过 10 人，目的在于确保护理质量及护

理操作实施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定期组织科室护士进行专业
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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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等，以不断提高护士的综合素养与操作技能保证护理质量。 
2.3 观察指标 
为患者制定对于护理满意度的相关调查问卷，问卷内包

含患者的满意度、综合体验等，整篇问卷运用百分制进行统
计，并按照超过 95 分、80 至 95 分、小于 80 分共三个范畴
将评分分为较之前生活质量有满意、和较为满意，不满意。
选取满意与较满意在总满意度中占比重作为数据最终结果。 

记录妇产科住院患者进行护理后两组患者感染情况并进
行对比研究。 

2.4 统计学方法 
本次有关于“妇产科护理常见风险的预防和处理策略”

的研究数据资料的分析、处理使用相关统计学系统进行录入。
患者护理后满意度及后续产生不良反应调查情况的计数资料
均以百分率[n(%)]表示，采用 X2 检验，采用相关系统计算并
得出结果，若 P＜0.05，则有关于个体化护理干预在妇产科
住院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后患者满意度及感染发生情况的数据
对比中，对比差异显著，研究具备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60.0%，其中满意 21 例 (35.0%)、

较满意例 15(25.0%)、不满意 24 例(40.0%);采用个体化护理
管理的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95.0%，其中满意 43 例(71.7%)、
较满意 14 例(23.3%)、不满意 3例(5.0%)。 

3.2 患者感染发生率 
对照组患者感染发生率为 30.7%，采用个体化护理管理

的观察组感染发生率为 14.3%。P＜0.05，组间数据差异对比
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4  讨论 
经研究可证实表明，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

组，因此个体化护理干预应用于妇产科住院患者护理管理中
具有良好效果，对于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具有积极作用，
利于维护良好的医患关系、降低患者感染情况发生率，值得
在临床中进行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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