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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术后患者应用优质护理的效果观察
李鑫玺

（河南省尉氏县中医院 尉氏 475500）

摘要：目的：探讨优质护理在人流术后患者护理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选取我院 2015 年 3 月 ~2016 年 8 月人流术后患者 112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56 例。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优质护理干预，两组均

护理 7%d。统计两组护理后疼痛程度、机体功能恢复时间及护理满意度，并对比护理前后负性情绪变化情况。结果：观察组护理后疼

痛评分、机体功能恢复时间少于对照组，护理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护理后焦

虑、抑郁评分均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优质护理可有效缩短人流术后患者疼痛程度，改善负性情绪，促进患者术

后机体功能恢复，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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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术是意外怀孕的主要补救措施，该手术可
有效避免患者因剧烈疼痛、挣扎等因素所致的吸宫
不全、人流综合征、子宫穿孔等并发症[1]。 但该术式
仍是一种侵入性操作，致使患者出现焦虑、紧张、恐
惧等应激反应，降低手术效果。 有效的护理干预可
降低患者恐惧心理，提高其风险意识。 常规护理干
预针对性不强，医护人员机械化护理，效果不明显，
优质护理干预具有针对性、高效性、全面性等特点，
已逐渐受到临床重视。 本研究选取人流术后患者
112例， 分组探讨优质护理在人流术后患者护理中
的临床效果。 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5年 3月 ~2016年 8
月人流术后患者 112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
组与对照组各 56例。 对照组年龄 18~40岁， 平均
（27.38±6.20）岁；孕周 7~11 周，平均（9.35±1.15）
周；体质量 44~58%kg，平均（51.22±5.23）kg。 观察组
年龄 19~39 岁，平均（26.40±6.17）岁；孕周 7~12
周，平均（10.20±1.30）周；体质量 42~56%kg，平均
（50.41±5.04）kg。 对比两组年龄、孕周及体质量等
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护理方法
1.2.1%%%%对照组 实施常规护理：包括密切监测患者
脉搏、心率、血压等生命体征，保持病室整洁、安静，
并给予常规健康教育等。
1.2.2%%%%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优质护理干
预。（1）生命体征护理：严密监测患者呼吸、血氧饱和
度，告知其宫缩时可能会出现的疼痛及阴道出血时
间，若出现剧烈腹痛或阴道大量出血，应及时告知医
生并予以相应处理；（2）健康教育：以健康手册、集体
讲座等形式向患者讲解人流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及预后情况，并提高家属及患者对该病的认知，说明

改善饮食习惯及行为方式的重要性；（3）心理护理：人
流术后可能有阴道出血情况，常有患者出现焦虑、烦
躁、悲观、抑郁等负性情绪，因此医护人员应密切观
察患者心理变化，及时与患者建立交流沟通机制，鼓
励其说出内心想法，并通过激励、转移思想等方式予
以开导。嘱咐患者家属给予精神支持，树立其治疗信
心；（4）饮食干预：医护人员应叮嘱患者营养用餐，多
吃鸡蛋、瘦肉等富含高蛋白质、高维生素食物，补充
机体铁含量，预防贫血。
1.3%%%%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护理后疼痛程度、机体
功能恢复时间（机体功能恢复时间判定以恢复肠蠕动
及腹胀、腹痛消失为依据）。 疼痛程度通过视觉模拟
评分法（VAS）评估，分值越高，疼痛越严重[2]；（2）负
性情绪通过抑郁自评量表（SDS）、 焦虑自评量表
（SAS）评估，分值越低，抑郁、焦虑程度越低[3]；（3）应
用我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 包括患者及其家属
对护理态度、质量满意程度，共 100分。非常满意：90
分以上；基本满意65~90分；不满意：65分以下。 总满
意度 =（非常满意＋基本满意）/总例数×100%[4]。
1.4%%%%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0.0 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以%表示，行 字2检验，计量资料以（x%±
s）表示，行 t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护理后临床指标比较 观察组护理后疼
痛评分、机体功能恢复时间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两组护理后临床指标比较（x%±s）

2.2%%%%两组护理前后负性情绪评分比较 两组护理

组别 n 疼痛评分（分） 机体功能恢复时间（h）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56
56

1.93±0.76
2.71±0.79
5.325
0.000

6.07±1.68
8.39±2.21
6.25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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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焦虑、抑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
较于对照组，观察组护理后焦虑、抑郁评分均较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两组护理前后负性情绪评分比较（分，x%±s）

2.3%%%%两组护理总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理总满意
度 98.21%（55/56）高于对照组 83.93%（47/56），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 3%%两组护理总满意度比较[例（%)]

3%%%%讨论
随着意外妊娠增多，越来越多女性选择人流术，

手术虽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等诸多优点，但操作部位
是女性特殊器官，且会对机体功能造成一定损伤，易
引发患者焦虑、恐惧等不良心理，给患者身心健康造
成影响。

优质护理是一种人性化、针对性、个性化的新型
护理模式，以患者为中心，强化基础护理，并对其予
以支持、鼓励，且尊重其感受、隐私及权利，给患者提
供安全、舒适的治疗环境，使患者感受到医护人员的
关怀及尊重，消除其心理顾虑、警戒及陌生感，以最
佳心理状态配合医护人员完成术后相关护理内容，

进而提升整体护理水平[5]。 流产病房空间较为密闭，
加之患者但心术后生育功能受影响且无家属陪伴等
原因，导致患者出现心理、生理应激反应，消极面对
治疗，对规范用药、饮食等不够重视，延长了机体功
能恢复时间，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优质护理干预通过
术前与患者进行心理沟通， 应用心理学方法调节患
者负性情绪，术中对患者加以安慰，且住院期间对其
心理进行持续干预，有助于使其保持积极心态；同时
术后对患者进行疾病知识宣教， 并实施持续认知行
为干预，有助于提高患者机体功能恢复。本研究结果
显示，护理后观察组焦虑、抑郁、疼痛评分及机体功
能恢复时间均少于对照组， 且护理总满意度高于对
照组，表明优质护理可有效改善患者负性情绪，缓解
疼痛程度， 促进术后机体功能恢复， 提高护理满意
度。综上所述，优质护理可有效缓解人流术后患者疼
痛程度， 改善负性情绪， 促进患者术后机体功能恢
复，提高护理满意度，此外应加强人流术患者卫生知
识教育，避免再次人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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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对照组
字2
P

56
56

37（66.07）
27（48.21）

18（32.14）
20（35.71）

1（1.79）
9（16.07）

55（98.21）
47（83.93）
7.028
0.008

组别 n 焦虑
护理前 护理后

抑郁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56
56

55.98±5.24
54.01±5.28
1.982
0.480

39.28±5.60
45.62±5.14
6.241
0.000

54.87±5.68
53.67±5.52
1.134
0.257

38.15±4.98
44.29±5.06
6.472
0.000

个性化护理在中重度卵巢过度刺激征患者中的实施效果
王倩

（安徽省立医院妇科二病区 合肥 230001）

摘要：目的：探讨基于个性化护理方案在中重度卵巢过度刺激征患者中实施效果。方法：选取 2015 年 3 月 ~2017 年 1 月我院
收治 80 例中重度卵巢过度刺激征患者，随机分为针对组和常规组各 40 例，针对组予以基于个性化护理方案，常规组予以常规护

理，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针对组患者疗效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 针对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常规
组，P＜0.05。 结论：基于个性化护理方案在中重度卵巢刺激综合征患者中实施，能协助提高患者临床疗效及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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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过度刺激征为医源性引起常见生殖系统并
发症。 近年来，随着生育年龄提高、生育质量降低，
辅助生殖技术在临床中广泛开展，卵巢过度刺激征
发生率随之升高[1]。 中重度卵巢过度刺激征患者易
发生严重并发症，对患者健康及生命造成威胁，同时

患者面对严重疾病会产生过分紧张、恐惧、担忧等不
良情绪，影响患者疾病治疗[2]。 临床护理工作在改善
患者情绪， 协助提高临床疗效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
值， 本研究基于个性化护理方案在卵巢过度刺激征
患者中实施，取得显著护理效果。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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