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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护理在胎漏、胎动不安孕妇护理中的效果 
胡小蓉 

四川广元市中医医院  四川广元  628000 

摘要：目的：探讨分析精细护理在胎漏、胎动不安（先兆流产）孕妇的护理中所取得的效果。方法：本次研究从 2018 年 1 月
开始，至 2021 年 1月为止，通过电脑随机抽选的方式选择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胎漏、胎动不安孕妇 182 例作为入组成员，将其
分为了两个组别，分别为使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共 91例，以及使用精细护理模式的观察组共 91例，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结果：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对出现胎漏、胎动不安的孕妇通过精细护理模式进行
干预，患者能够获得更加满意的护理服务体验，能够减少患者出现的并发症概率，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应该将其投入到临床
实际使用中并进行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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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从 2018 年 1 月开始，至 2021 年 1 月为止，通

过电脑随机抽选的方式选择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胎漏、胎动不
安孕妇 182 例作为入组成员，将其分为了两个组别，分别为
使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共 91 例，以及使用精细护理模式的观
察组共 91 例，在本次研究的对照组中 20 岁至 34 岁为该组患
者的年龄区间范围，均值（25.96±3.54）岁；在观察组中
21 岁至 35 岁为该组患 者的年龄区 间范围，均 值
（25.69±3.71）岁。将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进行对比，没有
差异（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被归类于对照组的患者，对其是通过

常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主要的内容包括了对患者进行病情
监护，健康教育；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用药指导和中医实
用护理技术的临床应用等。 

1.2.2 观察组 
对于本次研究过程中被归类于观察组的患者，对其使用

过精细护理模式进行护理干预工作，期护理工作开展的具体
内容如下：（1）健康教育：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相应的
健康教育与指导，让患者能够了解到有关该疾病的相关信息，
同时知晓本次研究的整个流程。（1）心理护理：在祖国医学
理论中认为人类所出现的各种情志变化的表现均是因为受到
了外界的刺激，各脏腑功能活动的一种外在体现，强调七情
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而发生胎漏、胎动不安的患者容易出
现焦虑以及抑郁等情绪，需要护理人员与患者进行及时的沟
通与交流，鼓励患者积极进行对应的治疗，并嘱咐患者家属，
让其配合临床相关工作，主动参与对患者的护理过程，稳定
患者的情绪，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疾病

[1]
。（2）环境护理：护

理人员需要确保患者所处环境的干净与整洁，在患者病房卫
生间内需要安装上扶手与呼叫器，降低意外发生的概率，同
时护理人员需要保证病房的通风，嘱咐患者要保持良好的睡
眠和休息，若患者出现了下腹部疼痛或者阴道出血症状，需
要第一时间告知责任医生

[2]
。（3）饮食护理：在中医理论中

认为该疾病的产生与肾虚无力系胎，气血虚弱无力载胎有着
一定的联系，对于气虚的患者可以多进食一些补气固胎的食
物，包括人参汤、鸡汤以及小米粥等；对于出现血虚的患者
需要益血安胎，食物的选择上多食用糯米粥、龙眼以及黑木
耳等食物，应该以清淡饮食为主，并且多以容易消化同时还
拥有更高营养价值的食物，避免食用辛辣刺激的饮食，同时
还需要保证有足量的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摄入。（5）用药护理：
护理人员按时对患者进行药物的使用，并嘱咐患者药物使用
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告知患者药物使用过程中可能
发生的不良反应，以及后续的治疗方案。（6）中医实用护理
技术：护理人员遵医嘱对患者开展辩证施护，根据病情有针
对性的埋针、艾灸、穴位贴敷等治疗，临床取得较好的疗效，
患者依从性、满意度高。 

1.3 观察指标 

在对两组患者通过不同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后，需要对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该项工作的进行需要让患者
填写我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该量表的总分值为 100
分，分数等于并超过 90 分表示为非常满意，分数在 90 分至
75 分之间为满意，分数没有超过 75 分为不满意。总满意度=
（1-不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分析，计数资料经 x2

检验，以（%）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91 64（70.33） 24（26.37） 3（3.30） 88（96.70）

对照组 91 56（61.54） 21（23.08） 14（15.38） 77（84.62）

x
2
     7.851 

P     0.005 

3 讨论 
胎漏、胎动不安其在临床上被定义为产妇在妊娠后至 28

周以前出现了停经后阴道出血症状，并且其出血量的大小没
有超过正常的月经周期的量，没有腹痛的感觉或者是仅仅有
轻微的下腹部疼痛，且腰部也有明显疼痛感

[3]
。针对出现该

症状的患者，需要通过更加优质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 
精细化管理模式在目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了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当前医学科技的基础之上，将进一步对
拥有的有效资源进行利用，从而强化各领域以及各工作人员
之间的协作，从而使得最终所得效果具有更高的精准性与高
质量性

[4]
。精细护理是一种将护理工作中，各部分的工作进

行更进一步的细致化，从而针对每一位患者实施更加精准与
精细的护理干预过程。该护理模式将优质化以及人性化的这
两个概念充分融入了日常的工作之中，使得患者能够获得更
加理想的护理干预效果。 

综上所述，在对出现胎漏、胎动不安的孕妇通过精细护
理模式进行干预，患者能够获得更加满意的护理服务体验，
能够减少患者出现的并发症概率，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应
该将其投入到临床实际使用中并进行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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