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探讨!

循证护理在产科分娩中的效果观察

李冰凌"陕西省西安市第九医院妇产科
!

3%&&0'

#

!!

"摘要#

!

目的
!

观察循证护理在产科分娩中的临床效果$方法
!

选取在该院妇产科分娩的
%)&

例产妇作为研

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试验组"

%e2&

#和对照组"

%e2&

#$对照组给予单纯全程陪产护理模式!试验组在此基础上!

再给予循证护理!比较两组产妇的产程'大出血发生率'产妇满意度$结果
!

试验组的第一'第二'第三产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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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的第一'第二'第三产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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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组产程较对照组产程显著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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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大出血发生率分别为

5/5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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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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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组产妇满意度"

*2/23N

#显著高于对照组"

25/55N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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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与单纯全程陪产护理模式比较!循证护理的临床效果更好!可帮助产妇缩短产程!

减少出血量!产妇满意度较高!值得在分娩护理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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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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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全程陪产护理模式为传统分娩护理模式#具有资源分

配不均,护理模式固定等局限性#临床正寻求科学有效的护理

模式加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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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是以科研结果为证据,以患者为中

心,以实证为基础的综合护理方式#有助于降低护理成本,简化

护理流程,全面提升护理质量#并被认为是循证医学的
%

项必

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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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
)&%5

年
3

月
%

日至
)&%'

年
5

月
%

日在本

院妇产科分娩的
%)&

例产妇#分两组分别给予循证护理和单纯

全程陪产护理#两组比较结果显示通过循证护理的效果更佳#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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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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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
)&%5

年
3

月
%

日至
)&%'

年
5

月
%

日在

本院妇产科分娩的
%)&

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

$

%e2&

%和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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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产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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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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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试验组产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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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0/(g'/*

%

岁(两组一般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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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

比性)

%)&

例产妇均知情后同意纳入本研究#且上报医学伦理

会后获得同意)

$//

!

方法
!

对照组产妇给予单纯全程陪产护理模式#由初诊

医护人员负责产妇的后续护理#遵循常规护理的单一流程)在

对照组基础上#试验组产妇再加上循证护理)$

%

%遵循产妇的

入室评估!结合产科常规检查,辅助检查,孕产保健资料等完成

产妇的入室评估#针对剖宫产,可能自然分娩,自然分娩的三类

产妇制定不同的护理方案#严格遵循有效护理方案#结合产妇

的预产期完成围生期的科学准备#仔细提示并防范剖宫产的可

能出现的相关产中和产后风险#其中剖宫产孕妇和可能自然分

娩的孕妇应考虑于产前选取合理的麻醉剂)$

)

%遵循医护人员

能力!根据医护人员的临床经验和医护技能#主要分为主诊和

普通两种#普通医护人员要求负责产妇的入室评估和可能自然

分娩类产妇的陪护#主诊医护人员要求负责自然产的全程陪产

和剖宫产的手术)$

5

%遵循产妇的特殊需求!以现实情况为前

提满足产妇的特殊需求#如剖宫产产妇要求定时手术,自然分

娩产妇要求保护会阴#对产妇的不合理要求应耐心劝解并委婉

拒绝)$

'

%遵循产妇经济能力!尽量选择最经济的助产护理方

式#对经济能力低的产妇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剖

宫产术,住院时间#对经济能力较好的产妇可适当满足产妇需

求#如家属陪产,温馨病房等措施#减轻产妇的思想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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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结果评价指标
!

临床护理结果评价指标主要包

括产程指标和出血量及产妇满意度(产程指标包括第一,第二,

第三产程(出血量以
0&&>T

为界#出血量
%

0&&>T

即为大出

血(要求产妇出院时#通过问卷提问或问卷采访的形式调查产

妇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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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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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学

处理#计量资料以
Ig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

以百分比$

N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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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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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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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产程比较
!

试验组的第一,第二,第三产程均比对照

组短#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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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出血量比较
!

统计两组产妇大出血的发生情况#试

验组自然分娩,剖宫产的产妇大出血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

$

&/&0

%#见表
)

)

表
)

!

两组产妇大出血发生率比较)

%

'

N

(*

组别
%

总发生率 自然分娩 剖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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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产妇满意度比较
!

试验组产妇满意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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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的产妇满意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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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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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产科产妇死亡率小幅度减少#除了控制剖宫产比

例外#寻求有效的护理模式也是产科护理重点内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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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

理是一种新兴的临床护理方式#要求以科学理论为依据#并在

临床护理工作和临床护理思维中均有较高的严密性的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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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次研究对单纯全程陪产护理模式和循证护理

模式在产科分娩中的护理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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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学理论中#要求在最恰当的护理理论基础上#遵

循产妇的特殊需求和医护人员的护理能力#确保以产妇为中

心#以现实条件为出发点*

(

+

)由于产妇的经济能力不一#因此

本次研究创新性地添加了经济水平评估#减少了贫穷产妇的经

济负担#提升部分产妇的护理体验#满足各层次的产妇需

求*

*4%%

+

)本研究中#试验组采用循证护理的产妇#其产程显著

缩短#出大出血发生率显著降低#说明循证护理降低了产妇损

耗#有助于产妇产后修复#且产妇满意度更好#体现了循证护理

的临床优势)此外#部分研究人员考虑将循证护理与心理护理

相结合#今后将进一步研究分析*

%)4%0

+

)

综上所述#与单纯全程陪产护理模式比较#循证护理可帮

助产妇缩短产程#减少出血量#产妇满意度高#具有较好的临床

效果#可在分娩护理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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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在急性心肌梗死急救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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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临床护理路径在急性心肌梗死急救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选取
%5&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实施一般院内常规护理!观察组参照临床护理路径实施综合护理!

对两组的护理效果进行比较$结果
!

观察组急救时间'住院时间及疼痛缓解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

疾病认知度及护理满意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1

$

&/&0

#$结论
!

临床护理路径的实施

能够有效提高临床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缩短治疗时间!显著改善患者病情!值得在临床大力推广$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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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是由于冠状动脉突发缺血缺氧引起的心肌

坏死#发病较急#其典型症状为突发剧烈的胸骨后疼痛)随着

社会老龄化的加快#老年人口增多#心肌梗死发病率逐渐增高#

美国每年发生心肌梗死的患者达到
%0&

万人#国内也呈上升趋

势#每年新发病例也达到
0&

万人*

%45

+

)该疾病发生,发展较快#

如果诊治不及时#容易使病情加重#甚至危及生命*

'

+

)相应的

护理工作应当引起重视#全面细致地观察患者的病情非常重

要#合理规范的护理流程可以减少诊疗初期的时间浪费#提高

抢救成功率#本科室对就诊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实施临床护理

路径干预#取得了较好的护理效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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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本院收

治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5&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各
20

例#对照组中男性
52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22/02g%)/35

%岁(观察组中男性
5(

例#女性

)3

例#年龄
5&

!

3*

岁#平均$

20/%3g%%/2)

%岁)

%5&

患者中#

急性下壁心肌梗死
5)

例#前壁梗死
55

例#广泛前壁梗死
)&

例#前间壁梗死
%0

例#下侧壁梗死
%%

例#后壁梗死
%5

例#高侧

壁梗死
2

例)两组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

%

&/&0

%#具

有可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采用一般常规护理#观察组遵照临床护理

路径进行护理干预#参照美国
Q#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治疗指南

设计临床护理路径#以时间进度为框架有序进行各个操作流

程#包括入院评估,检查,医疗,护理#每一项目都有相应的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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