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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对妊高症产后出血患者血压控制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李保霞

（河南省固始县妇幼保健院 固始 465200）

摘要：目的：探讨优质护理对妊高症产后出血患者血压控制及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 2014 年 10 月 ~2016 年 10 月我院
妊高症产后出血患者 92 例，随机分组，每组 46 例。对照组施行基础护理，研究组施行优质护理。统计对比两组血压[舒张压（DBP）、
收缩压（SBP）]、生存质量。 结果：护理后研究组 DBP、SBP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研究组生理功能、社

会功能、躯体功能、物质功能等生活质量项目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给予妊高症产后出血患者优质

护理可明显降低血压水平，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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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高症作为妊娠期特有疾病，多伴有血压升高、
视力模糊及上腹部疼痛等症状。 产后出血是妊高症
常见并发症，表现为阴道流血过多，且产后 24%h内
出血量高达 500%ml，严重者可继发出血性休克或感
染等，会威胁母婴安全。 研究显示，开展优质护理，
对妊高症产后出血患者施行预见性护理模式，对血
压控制及生存质量具有一定影响[1]。 本研究探究优
质护理对妊高症产后出血患者血压控制及生存质量
的影响。 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4年 10月 ~2016年 10月
我院妊高症产后出血患者 92例，随机分组，每组 46
例。 对照组年龄 20~33岁，平均年龄（26.51±5.42）
岁；孕周 25~36周，平均孕周（31.50±3.14）周。 研究
组年龄 24~35 岁，平均年龄（28.26±4.21）岁；孕周
27~38周，平均孕周（32.45±3.12）周。 对比两组孕
周、年龄等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
比性。
1.2%%%%纳入及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均符合《妇产
科学》[2]第 8版妊高症产后出血临床诊断标准；知情
同意参与本研究。（2）排除标准：患有高血压疾病者；
患有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者。
1.3%%%%方法 对照组施行基础护理， 包括体位护理、
密切监测生命体征、清淡饮食等。 研究组施行优质
护理：展开妊高症知识讲座，告知患者及其家属妊高
症相关致病因素、预防、治疗方法等；多数妊高症患
者害怕疾病对胎儿形成威胁，故多存在烦躁、紧张、
恐惧及焦虑等不良情绪，护理人员应积极主动与患
者进行沟通交流，掌握患者内心情绪变化情况，发现
不良情绪及时予以疏导，并对其疑问进行解答；对妊
高症出血患者施行出血护理，通过新生儿吮吸乳头
动作促进患者宫缩，可帮助患者按摩子宫，刺激子宫

收缩功能，寻找出血原因，并制定针对性止血方案；
密切监测其心率、血压等生命体征，发现异常，应及
时告知医生，并作出相应处理；给予患者饮食护理，
护理人员应合理安排患者日常饮食，食用高纤维、高
维生素、高蛋白物质，控制其糖及食盐摄入量，避免
食用辛辣、 冰冷等刺激性较强食物， 培养其少食多
餐、营养均衡等习惯；建立个人档案，记录其年龄、病
情、术中出血量等，于患者出院前告知其产后注意事
项及定期返院检查日期。两组护理周期均为 1个月。
1.4%%%%观察指标 （1）统计护理前后两组 DBP、SBP；
（2）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
（WHOQOL-100）评估两组护理前后生存质量，包括
社会功能、物质功能、躯体功能和生理功能等 4个项
目，每项 25分，满分为 100分，分值越高说明生存质
量越高。
1.5%%%%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0.0 对数据进行分
析，以（x%±s）表示计量资料，配对 t检验，以例（%）
表示计数资料，配对 字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血压对比 护理后研究组 DBP、SBP均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两组血压对比（mm%Hg，x%±s）

2.2%%%%两组生存质量对比 护理后研究组生理功能、
社会功能、躯体功能、物质功能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时间 组别 n DBP SBP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对照组
t
P
研究组
对照组
t
P

46
46

46
46

107.21±5.15
106.76±5.10
0.421
＞0.05
89.71±6.17
94.81±8.53
3.285
＜0.05

180.13±4.61
179.86±4.72
0.277
＞0.05
149.26±6.14
157.32±10.10
4.62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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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组别 n 生理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功能 躯体功能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对照组
t
P
研究组
对照组
t
P

46
46

46
46

18.11±2.89
18.39±3.21
0.439
＞0.05
23.10±0.42
21.61±0.81
11.075
＜0.05

19.80±0.72
20.12±1.09
1.661
＞0.05
24.11±0.02
21.80±1.12
13.986
＜0.05

18.91±1.12
18.60±0.42
1.757
＞0.05
23.52±0.31
22.11±0.91
9.947
＜0.05

17.52±2.13
17.61±2.32
0.193
＞0.05
22.12±1.31
19.31±2.81
6.147
＜0.05

表 2%%%%两组生存质量对比（分，x%±s）

3%%%%讨论
产后出血作为妊高症最严重并发症，是导致孕

产妇死亡四大因素之一。 相关数据统计，我国妊高
症发病率高达 9.4%，而产后出血发病率占分娩总数
2%~3%[3]。其病理机理为全身小动脉痉挛，累及多个
器官，致使高血压及蛋白尿等症状发生，若未及时采
取有效治疗措施，极易诱发患者产后出血，影响患者
及其胎儿生命安全。 临床多予以基础护理模式，但
因临床症状改善不明显，且产后出血发生风险较高，
难以满足临床预期。

优质护理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紧紧围绕患者
需求，为其提供优质、高效、满意及放心服务的护理
模式。 符福娇等[4]研究表明，采取有效妊娠期及围生
期护理方案有助于降低妊高症患者及新生儿不良事
件发生风险。 李洁盈等[5]研究指出，优质服务在初产

妇前置胎盘剖宫产术后出血中疗效显著， 其中护理
满意度为 95.3%。 由于妊高症产后出血患者情绪变
化波动较大， 可影响其子宫收缩功能， 引起产后出
血，进而导致其血压升高。优质护理服务通过对其心
理及止血等方面进行护理，消除其不良情绪，降低对
子宫收缩功能的影响，使血压下降。 此外，优质护理
还通过饮食护理、 出院指导及健康教育等方面予以
其全面护理，有利于提升患者生存质量。本研究结果
显示，护理后研究组 DBP、SBP均低于对照组，且生
理功能、社会功能、躯体功能、物质功能高于对照组
（P＜0.05），说明优质护理可有效降低妊高症产后出
血患者血压，提高其生存质量。 综上所述，予以妊高
症产后出血患者优质护理可明显降低血压水平，提
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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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干预对新生儿肺炎患儿治疗效果及复发的影响
刘媛

（广东省惠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惠州 516211）

摘要：目的：探究人性化护理干预对新生儿肺炎患儿治疗效果及复发的影响。方法：选取 2015 年 2 月 ~2016 年 8 月我院接诊
的 90 例新生儿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5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观察组予以人性化护理。比较两组

治疗效果及复发情况。 结果：观察组临床疗效、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复发率、并发症发生率及体温恢复时间均低

于对照组（P＜0.05）。 结论：对新生儿肺炎患儿予以人性化护理干预可显著提高治疗效果，对加速患儿体温恢复、提升护理满意度、

降低并发症发生及复发率均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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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肺炎是新生儿常见的一种呼吸系统疾
病，可并发呼吸衰竭，甚至死亡[1]。 该病具有易复发、
病程长等特点，给患儿的生活和发育带来严重的负
面影响[2]。 目前，临床治疗中常辅以针对性的护理措
施，以提高患儿生活质量，减少后期复发率[3]。 本研
究将人性化护理干预应用于新生儿肺炎患儿护理
中，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5年 2月 ~2016年 8月我

院接诊的 90例新生儿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5例。 观察组女 21例，男 24
例； 日龄 1~27%d， 平均日龄（12.4±1.4） d； 体重
1.8~5.2%kg，平均（3.4±1.1） kg。 对照组女 19例，男
26 例；日龄 2~28%d，平均日龄（12.9±1.3） d；体重
1.6~5.4%kg，平均（3.7±1.0）kg。 两组患儿性别、日龄
及体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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