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医学理论研究 
第 2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丨刊号（ISSN）：2705-1102(P) / 2705-1110(O)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 

Basic Medical Theory Research 

以人为本的护理模式在产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陈春燕 

岑溪市人民医院 

DOI:10.12238/bmtr.v2i6.3632 

 

[摘  要] 目的：探讨以人为本的护理模式在产科护理管理的中应用及推广价值；方法选取我院与2020

年2月至2020年11月间来我院产科进行治疗的217例孕妇及参与产妇护理的18名护理工作人员为研究对

象,将217例产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对照组共有112例产妇,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共有105例

产妇实施以人为本理念管理下的干预护理,比较以人为本管理理念实施前后的护理人员质量、比较两组

产妇的产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两组产妇护理前后的HAMA评分与EPDS评分、比较两组产妇护理前后

的WHOQOL-BREF评分,该四组数据的差异值均为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以人为本管理模式

下的护理干预效果和质量要远远高于单纯实施常规护理干预的对照组,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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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uman-oriented Nursing Mode in Obstetric Nursing Management 
Chunyan Chen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Cenxi City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value of people-oriented nursing mode in 

obstetric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s: A total of 217 pregnant women and 18 nursing staff involved in maternal 

care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0 to Nov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217 pregnant 

women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 total of 112 pregnant women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105 pregnant wom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intervention nursing under the people-oriented management concept. The quality of nursing staff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ople-oriented management concept, the incidence of postpartum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of women, the HAMA score and EPDS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of women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and the WHOQOL-BREF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of women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four groups were all P<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effect and quality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under the people-oriented management mode a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only implementing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ch has clinical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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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作为女性独有的特殊生理时期,

这一时期的女性往往会伴有焦虑、紧张、

抑郁等不良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

女生的产前身理指标,加大女性生产时

的健康安全风险,且不利于女生的产后

康复。因此,探讨以人为本理念管理下的

干预护理推广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我院与2020年2

月至2020年11月间来我院产科进行治疗

的217例孕妇及参与产妇护理的18名护理

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自2018年6月开始

实施以人为本的护理管理模式,在此期间,

将217例产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

对照组有112例产妇,实施常规护理干预,

观察组共有105例产妇实施以人为本理念

管理下的干预护理。对照组初产妇为86例,

经产妇为26例,孕妇年龄分布范围为

20~41岁,平均年龄段为(30.59±6.42)岁,

孕周分布为36~40周,平均孕周为(38.13

±4.12)周；观察组对照组初产妇为83例,

经产妇为26例,孕妇年龄分布范围为

21~42岁,平均年龄段为(30.83±6.89)岁,

孕周分布为36~41周,平均孕周为(38.54

±4.43)周；数据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

意义。参与此次研究的的护理人员共18名,

本科学历为12名,大专学历为6名,四名护

理人员职称为主管护师,护师共10名,护

士2名,观察研究期间18名医护人员均无

职称变动或人员变动。本次观察研究已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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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观察研

究的患者均为自愿,且签署患者只清楚。

纳入标准,患者需在我院住院观察5天以

上,不存在无母乳喂养禁忌证,已无传染

性疾病、乳腺疾病等,排除标准,患有心脑

血管疾病、合并严重脏器、合并认知障碍、

高位仍存孕妇、精神疾病者等病史的患者

均被排除在研究观察对象之列。 

1.2方法。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干预

护理,定时对产妇的各项指标进行检测,

随时关注新生儿健康发育状态,做好产

褥期健康指导与预防感染措施等。观察

组孕妇实施以人为本理念管理下的护理

干预,具体内容如下： 

(1)坚持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观察

组的护理人员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护理理

念,将产妇作为护理工作核心,一切护理

工作都应围绕产妇需求开展,端正工作态

度,保持与产妇间的良好关系,加强与产

妇及其家属的沟通交流,做好相关生产知

识及产后护理知识的宣传和讲解工作,帮

助产妇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工作,消除产妇

的不良心理情绪,增加产妇的安全感,让

产妇进行适当的锻炼运动,保持心情愉悦,

促进产妇顺利分娩。(2)营造温馨的治疗

环境。环境是影响人情绪的重要因素之一,

舒适温馨的治疗环境有助于产妇保持心

情愉悦。为此,可以在护理病房内或走廊

悬挂相关的产后护理与康复知识、可爱的

婴儿图片以及产后身体恢复技巧等,消除

孕妇对生产及产褥期的恐惧心理,同时保

持病房内的干净清爽与空气流通。 

1.3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1)

采用我院自制且获得专家指导和认可的

护理质量调查问卷,比较实施以人为本理

念管理前、后的护理质量评分,涵盖护理

态度、护理安全、护理技巧及护理防范共

计4部分的评价,采用百分制,分值越高代

表护理质量越高。(2)比较两组产妇护理

前后焦虑、抑郁、出血、便秘、感染等并

发症的发生情况。(3)使用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HAMA)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

对产妇护理前后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对

产妇心理状态进行评估,HAMA量表评分大

于7分时,代表产妇没有焦虑症状；评分大

于7小于14分时,代表孕妇患有有轻度焦

虑症状；评分大于14小于21分,代表患者

有中度焦虑症状；评分大于等于21分,即

代表患者患者有重度焦虑症状。EPDS量表

共计10个条目,每个条目分值为0~3分,

分值越高代表产妇产后抑郁程度越严

重。(4)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评

量表简表(WHOQOL-BREF)比较两组孕妇

实施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水平。评测量

表包含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领域、

环境领域,每个问题分值是1~5分,分值

越高代表产妇生活质量越高。 

1.4统计学方法。本次观察实验使用

SPSS25.0统计学软件来对实验数据进行

处理。计数资料使用n/%表示,选用x2检

验,计量资料用±s表示,选用t检验,数

据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比较以人为本管理理念实施前后

的护理质量。实施以人为本管理前的护理

态度分值为(71.15±9.36)分,护理安全分

值为(76.53±8.18)分,护理技巧分值为

(73.53±8.18)分,护理防范分值为(75.45

±7.23)分；而管理后的的护理态度分值为

(86.83±11.56)分,护理安全分值为(87.36

±9.21)分,护理技巧分值为(85.36±9.35)

分,护理防范分值为(88.38±10.56)分,

数据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2比较两组产妇的产后并发症发生

率。观察组患者焦虑为1/0.95,抑郁为

1/0.95,出血为0/0.00,便秘2/1.90,感染

1/0.95,总发生率为4.76%；对照组焦虑为

2/1.79,抑郁为4/3.57,出血为2/1.79,便

秘3/2.68,感染3/2.68,总发生率为12.50%,

数据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3比较两组产妇护理前后的HAMA评

分与EPDS评分。观察组护理前HAMA评分为

(21.47±3.18)分,护理后为(6.83±0.84)

分,EPDS评分护理前为(12.73±1.54)分,

护理后为(4.04±0.75)分；对照组护理前

HAMA评分为(21.34±3.65)分,护理后为

(12.14±3.56)分,EPDS评分护理前为

(12.56±1.63)分,护理后为(6.26±0.91)

分,数据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4比较两组产妇护理前后的

WHOQOL-BREF评分。观察组生理领域护理

前的评分为(18.16±3.45)分,护理后为

(29.41±4.73)分,心理领域护理前的评

分为(15.17±2.63)分,护理后为(26.14

±3.61)分,社会领域护理前的评分为

(5.27±0.94)分,护理后为(12.16±

2.17)分,环境领域护理前的评分为

(29.48±4.21)分,护理后为(36.75±

5.17)分；对照组生理领域护理前的评分

为(18.09±3.18)分,护理后为(24.14±

4.19)分,心理领域护理前的评分为

(15.21±2.57)分,护理后为(21.15±

3.17)分,社会领域护理前的评分为

(5.43±0.89)分,护理后为(9.25±1.12)

分,环境领域护理前的评分为(29.97±

4.46)分,护理后为(31.19±5.26)分,数

据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本次观察研究表明,采取以人为本

理念管理下的观察组的护理质量,要明

显高于采取常规护理干预的护理质量,

数据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

组产妇的产后并发症概率为4.76%,对照

组为12.5%,由此可以看出观察组护理质

量明显好于对照组。实施以人为本理念

管理下的护理干预需要健全的规章制度

对齐进行保障,同时加强医护人员沟通

能力的培养,打破固有医护关系模式,拉

进医护人员与患者间的距离,了解患者

的真实心理需求,让患者在护理的过程

中感受到被关心感,自然而然的消除心

理恐惧,提升对医护人员护理工作的满

意度,降低不良护理事故及医护纠纷发

生概率,显著改善孕妇康复环境质量。 

综上所述,以人为本理念管理模式

下的干预护理,能明显降低产妇的合并

症发生概率,保持产妇身心愉悦,值得在

临床治疗中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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