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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士在一体化产房工作的体验研究 
谢惠梅 

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  广东惠州  516001 

摘要：目的：研究在一体化产房工作中助产士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体会。方法：正式开展本次研究前，于我院妇产科中选取
9例助产士纳入实验中作为研究对象，并参与到一体化产房工作中去，同时要分析助产士在一体化产房工作中的具体体验。结
果：助产士在一体化产房工作中，能够激发产妇的生育本能、体现产妇自我价值、提升助产士素质。结论：通过助产士的加入，
可以提升一体化产房工作质量，给予产妇良好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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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时代背景下，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下，使得人口自

然增长率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同时在女性的生育中更加重视

优生优育，并且在医院妇产科中也在逐步加强对服务模式的

转变，其中最根本的变化便是服务质量的提升。一体化产房

在当前正在被逐步应用到实际生产中，而且一体化产房集合

了待产、分娩和产后观察 2h 等，使得分娩服务质量得到了进

一步的提升。助产士在一体化产房工作中是主要参与者，会

直接服务产妇，并为其提供高质量服务，基于此，在本文中

便重点围绕助产士在一体化产房的工作感受进行了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确认于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开展，于妇

产科中选取 9 例助产士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助产士均于一体

化产房中工作，经过对其基本情况的调查后确认符合研究入

组标准，即自愿参与实验、愿意接受访谈。同时所有助产士

均为女性，年龄 26~41 岁，平均（33.05±5.14）岁。 

1.2 研究方法 

需邀请 9 例助产士接受访谈，确认助产士均已签署知情

同意书，随后需按照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提问，①对一体化产

房这种生产模式的看法；②一体化产房与传统产房之间的不

同工作体会；③是否会因一体化产房的工作而影响身心健康；

④一体化产房工作杜对家庭、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影响。 

2 结果 

助产士在一体化产房工作中，能够激发产妇的生育本能、

体现产妇自我价值、提升助产士素质。 

3 讨论 

一体化产房是当前产妇分娩中的新型场所，具有丰富多

样的功能，能够保障功能性、安全性、舒适性，对促进产妇

分娩有积极意义。通过在本次研究中探析助产士在一体化产

房中的工作体验来看，具有以下几方面优势： 

第一，改善了产妇负面情绪。一体化产房不同于传统大

产房，其实在过去的传统大产房中，产妇会处于一个专门负

责待产的房间，空间比较大，医护人员比较多，在其生产过

程中，可能会出现因隐私暴露过大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以至

于许多产妇会有明显的负面情绪。与此同时，产妇在生产全

过程中，会因医院工作需要按照流程对其进行多个区域的转

运，如待产室、分娩室、病房等，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产

妇带来负面情绪。而在一体化产房中，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

同时一体化产房中可以进行分娩全过程中的一系列过程，并

且在一体化产房中还有专门的导乐师，通过科学合理的环境

护理、为产妇按摩等措施的实施，有助于改善产妇负面情绪，

使其在思想意识上改变认知，并积极投入到生产中。 

第二，提高助产士群体地位。当前时代背景下妇产科工

作压力比较大，助产士在一体化产房中的工作非常复杂，而

且可以说具有高强度、高风险的特点。同时，人们的生活水

平明显提升，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下，人们的生育意愿有

所增加，使得产妇数量激增。一体化产房的应用是对生产模

式的创新，同时也加大了对助产士的需求。每一例产妇的情

况均有其个性化特点，这其中不乏高龄产妇、伴有妊娠期合

并症的产妇等，以至于助产士的工作压力和工作难度非常大。

但是在一体化产房的不断应用下，带动了助产士群体的发展。

现如今，虽然从整体上来看大多数助产士的职业素养相对不

足，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助产士群体已经有着非常快速的

发展，在妇产科中也有着非常深入的应用，因此在未来助产

士必然会有更加高质量的发展趋势。 

第三，提高助产士的评判性思维和决策能力。一体化产房

中，产妇会于待产期间便入住，助产士作为一体化产房中的主

要工作人员，需要密切关注产妇的基本情况，如心理状态、生

理指标等，产妇极有可能会出现突发性情况，如羊水破裂、羊

水污染等，这时就需要及时给予处置，但在处置过程中也是对

助产士临床决策能力、评判性思维的综合考验，例如对于一名

想要顺产，但是身高不足 1.5m 产妇，在发生突发性的羊水污

染时，能否继续顺产，生命体征、胎心数据是否可以支撑分娩。

总而言之，助产士在一体化产房中工作对其评判性思维和决策

能力是一个非常系统性且综合性的锻炼过程。 

第四，防范感染。产妇分娩过程中身体情况比较复杂，

极有可能会有因多方面因素导致感染问题，甚至会给产妇、

新生儿造成伤害。同时，在一体化产房的应用中，感染问题

能够得到良好防范，这与一体化产房的单间隔离、严格的消

毒隔离制度密切相关。 

一体化产房的应用范围在逐步扩大，带动了助产士群体

的发展，通过本次研究的分析可见，助产士在一体化产房中

的工作价值非常高，应当继续加强对助产士的培训，使其可

掌握更多相关专业技能，并提升评判性思维和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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