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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模式在产科服务中的应用及护理质量的影响 

徐欣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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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优质护理模式在产科服务中的应用及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 本次研究随机选取 2022 年 11 月

-2023 年 11 月门诊接诊 80 例患者为对象，通过抽签法将患者分成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研究

组采取优质护理，比较效果。结果 护理后相比护理前，研究组患者焦虑 SAS、抑郁 SDS 评分降低幅度高于对照

组，且患者护理满意度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产科护理工作中，采取优质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心

理状态，提高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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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y care model in obstetric services and the influence of quality of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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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y care model in obstetric services and the impact of quality of care. 
Methods In this study, 8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November 2022 to November 2023,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research group by lottery method, and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high-quality nursing to 
compare the effect. Results Compared with nursing, the decrease of anxiety SAS and depressio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In obstetric nursing work, adopting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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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和其他科室不同，因为产妇自身身体较为特

殊，所以孕产妇护理要求和正常人员有着一定不同，且

护理人员具体工作难度较大，在具体工作中可能会因

为各个因素影响，容易引发医患纠纷，所以需要及时采

取有效护理措施，以提高产科护理质量[1-2]。优质护理

是近几年常用的一种护理方法，该方法可以围绕产科

患者为中心[3]。及时了解患者需求，尽可能提供优质护

理服务，以提高患者满意度，使得患者各项需求得到满

足，以改善临床情况[4]。基于此，本篇文章以产科患者

为对象，探讨优质护理的效果，随机选取 2022 年 11 月

-2023 年 11 月门诊接诊 80 例患者为对象，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从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11 月结束，在门诊中随

机挑选出 80 例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全部患者均通

过抽签法进行分组，共分成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40 例，

对照组年龄范围在 25-60 岁，平均年龄（40.37±3.41）
岁；研究组患者年龄范围在 26-59 岁，平均年龄（40.48
±3.36）岁；两组资料比较不具有统计学差异，有可比

性（P<0.05）。患者及家属均知晓此次研究，自愿参加；

研究经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实施常规护理，搜集资料了解基本情况，并借助相

关仪器设备，掌握胎儿状况，并给予心理状态分析，做

好基础护理工作。 
1.2.2 研究组 
进行优质护理：（1）心理护理：患者在门诊接诊

期间，医护人员需要做好患者各项引导工作，帮助患者

快速前往正确区域进行就诊，同时要求了解患者心理

状态，给予心理护理。由于受到自身病情影响，患者经

常会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因此，要注重对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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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状态进行观察，做好各项疾病健康宣教，可以减轻

患者精神紧张程度，增强患者信心，促进患者积极进行

治疗，提高护理满意度。比如，初次分娩的产妇因为没

有生育的经历，所以很容易产生焦虑情绪、恐慌情绪等

情绪。因此，需要进行分娩知识教育，告知妊娠期可能

需要面对的问题，让患者做好心理准备。（2）饮食护

理：要对患者进行合理的饮食安排，避免出现偏食、挑

食等情况，尤其是抵抗力差、体质弱的患者，要多吃一

些高维生素和蛋白质的食品。比如，在分娩之前的这段

时间，要注意饮食的健康。护士要对患者进行合理的膳

食引导，防止不合理的膳食会对患者身体状况造成不

良的影响，从而保证患者的安全分娩。（3）预后护理：

为产科患者进行疾病知识的解释，帮助产科患者掌握

疾病的相关知识、注意事项和治疗方法，为产科患者在

平时的疾病防治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还可以给

产科患者分发卫生知识书，也可以给产科患者创建一

个群，方便产科患者进行学习。鉴于大多数患者都对医

院环境或者治疗措施存在一定的畏惧，担心药物副作

用，从而导致患者产生不安的情绪。所以，护士要对患

者进行详细的说明，让患者对康复治疗、疾病预防等方

面的认识，提高患者的心理承受力，同时，护士们也要

对副作用进行解释，让患者对相关知识有一个更好的

了解，尽量降低医患之间的矛盾。（4）床旁护理。1）
床旁健康教育：护理人员需要加强产妇健康知识教育，

将医院医疗情况进行介绍，并告知分娩期间各个注意

事项，当产妇分娩后，需要及时讲解新生儿护理知识与

注意重点，教导产妇正确母乳喂养方法。2）床旁沐浴：

当新生儿分娩后 1 天，可以进行床旁沐浴，在沐浴过

程中必须严格按照一人一盆与母亲对应原则，预防出

现交叉感染。在给予新生儿沐浴过程中，产妇与家属均

需要在一旁观看，学习新生儿沐浴方式，同时护理人员

需进行详细讲解，确保产妇可以掌握新生儿沐浴方法

与注意事项。3）脐部护理：当新生儿沐浴完成后，需

要加以脐部护理，需在棉签棒中蘸取少量护理液，并在

患儿脐部根部区域开始，按照从内向外的顺序，进行消

毒护理。4）床旁抚触护理：护理人员需要做好新生儿

抚触干预，需将室内温度与湿度调整到舒适范围，并指

导产妇新生儿抚触方法，比如相互对搓自己双手，确保

掌心温度可以超过新生儿体温，之后在掌心内适当抹

上抚触油，给予头部、面部、胸部、臀部等部位缓慢抚

触。5）心理护理：对于母婴同室期间，护理人员需要

关注产妇面部神情与言行举止情况，给予心理情绪评

估，若是产妇伴有较高负面情绪，则积极进行交流，了

解负面情绪来源，针对产妇疑惑及时进行解答，逐渐引

导产妇转变自身角色，以提高心理状态。 
1.3 观察指标 
1.3.1 观察患者心理状态，主要运用焦虑、抑郁

（SAS、SDS）评分量表评估，其中 SAS 评估量表以

50 分为焦虑情绪分界值，如果超过该分数则表示存在

焦虑情绪，且分数越高焦虑越严重；SDS 评估量表以

52 分为抑郁情绪分界值，如果超过该分数则表示存在

抑郁情绪，且分数越高抑郁越严重。 
1.3.2 通过自制满意度问卷，对本次门诊护理满意

度情况进行调查统计，满分 100 分，分值不同则属于

不同满意度等级，比如 90 分以上是满意，70-90 分是

基本满意，70 分以下是不满意。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分析独立完成，操作计算机处理，向系统

“SPSS29.0 系统”输入研究数据，计数资料以“%”、

“ꭓ²”进行统计与检验，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

“�̅�𝑥±s”、“t”进行；软件自动得出结果，“p＜0.05”：

统计学差异存在。 
2 结果 
2.1 心理状态评估 
护理前两组产科患者焦虑抑郁评分比较可见没有

较大差异，P>0.05；经过护理后，研究组 SAS、SDS 评

分低于对照组，指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下表 1。 

表 1  比较护理前后焦虑抑郁评分（x±s） 

组别 n（例）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0 50.47±2.85 47.88±3.07* 52.69±3.34 48.69±2.45* 
研究组 40 50.36±2.64 45.41±2.76* 52.78±3.25 46.94±3.07* 

t - 0.179 3.784 0.122 2.817 
P - 0.858 0.000 0.903 0.006 

注：同组护理前与护理后比较，SAS、SDS 评分*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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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满意 15 例，基本满意 18 例，不满意 7 例；

对照组满意 18 例，基本满意 21 例，不满意 1 例；研

究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97.5%VS82.5%，指标对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优质护理干预就是一种科学的护理方式。护士将

患者真实状况与护理方案相融合，并给予优质护理服

务介入[5]。能够将患者护理需要和临床护理问题都挖掘

出来，从而能够更好地提高患者实际护理服务质量，最

大限度地减少争议和投诉，从而提高患者和家属的服

务满意度。因为产科门诊护理过程中，工作内容复杂，

所以在整个护理工作中，不可避免会因为各种原因而

出现一些纠纷，这会影响到整个部门的护理工作，也会

对医院的声誉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6]。优质护理干预对

护士的职业素质提出更高的需求，对护理能力加强培

训，为患者讲解相关知识，以最大限度地获得患者信赖
[7]。护士在为患者进行基本的护理工作时，能给患者带

来更加舒适的护理，使护士的内心之美和专业精神得

到最大程度地发挥[8]。优质护理能够严格遵循“以人为

本”的人性化护理理念，将情感因素与个体能力和心理

因素有机地融合起来，为患者提供全程、连续的护理服

务另外，产科对护理的品质有着很高的要求，在临床

上，护士要为患者提供高效的护理，让患者可以充分感

受到护士的关怀[9]。优质护理就是要根据患者不同情

况，制订出差别化的护理计划，对患者进行适时的观

察，为患者提供全面的护理服务，并根据患者各个阶段

情况，制订出适当的护理对策，最大限度地确保护理的

时间效率，能够更好地适应患者各个阶段护理需求[10]。 
综上，优质护理应用在产科护理中效果确切，可减

轻患者负面情绪，满意度较高，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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