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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房护理敏感指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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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房护理敏感指标概述



定义

目的

定义与目的

产房护理敏感指标是用于衡量和评价产房护理工作质量和效果的

一系列重要指标。

通过对这些指标的监测和分析，可以及时发现产房护理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而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提高产房护理质

量和母婴安全。



01 02 03 04

科学性 敏感性 可操作性 全面性

指标筛选原则

指标应具有明确的计算方法和

数据来源，便于在实际工作中

进行操作和应用。

指标应对产房护理工作中的变

化和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能够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指标应基于科学理论和实证研

究，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产

房护理工作的实际情况。

指标应涵盖产房护理工作的各

个方面，能够全面反映产房护

理工作的整体情况。



适用范围及意义

产房护理敏感指标适用于各类医疗机构中的产房护理工作，包括公立医院、妇幼保健院

等。

适用范围

通过对产房护理敏感指标的监测和分析，可以为医疗机构提供科学、客观的产房护理质

量评价依据，有助于推动产房护理工作的持续改进和提高。同时，这些指标还可以为医

护人员提供明确的工作目标和方向，激励他们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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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产房护理敏感指标



定义

产后出血是指胎儿娩出后24小时内，yin道分娩者出血量≥500ml，剖宫产者≥1000ml。

产后出血率是反映产房护理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影响因素

包括子宫收缩乏力、胎盘因素、软产道裂伤及凝血功能障碍等。

护理措施

加强产前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高危因素；密切观察产程进展，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情况；

胎儿娩出后，及时使用宫缩剂并按摩子宫，促进子宫收缩；对于出血量较多的产妇，及时

采取输血、补液等抗休克治疗。

产后出血率



新生儿窒息是指由于产前、产时或产

后的各种原因导致胎儿缺氧而发生宫

内窘迫或娩出过程中发生呼吸、循环

障碍，导致生后1分钟内无自主呼吸

或未能建立规律呼吸，以低氧血症、

高碳酸血症和酸中毒为主要病理生理

改变的疾病。新生儿窒息率是评价产

房护理质量的另一重要指标。

包括胎儿因素（如早产、胎儿宫内发

育迟缓等）、母体因素（如妊娠高血

压综合征、糖尿病等）以及产程因素

（如急产、产程延长等）。

加强围产期保健，提高孕妇自我监护

能力；密切观察胎心变化，及时发现

并处理胎儿窘迫；熟练掌握新生儿复

苏技术，做好新生儿抢救准备工作；

加强新生儿护理，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定义 影响因素 护理措施

新生儿窒息率



定义01

剖宫产率是指剖宫产手术占所有分娩手术的比例。剖宫产率是反映产房

护理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评价产科医生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影响因素02

包括社会因素（如孕妇及家属要求剖宫产）、胎儿因素（如胎位不正、

胎儿窘迫等）以及母体因素（如产道异常、妊娠合并症等）。

护理措施03

加强产前宣教，让孕妇了解自然分娩的好处和剖宫产的风险；对于无剖

宫产指征的孕妇，鼓励其选择自然分娩；对于符合剖宫产指征的孕妇，

做好术前准备工作并加强术后护理。

剖宫产率



定义

产妇满意度是指产妇对产房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产妇满意度是评价产房护理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反

映医院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影响因素

包括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医院环境等因素。

提高措施

加强护理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其服务意识和技能水平；改善医院环境，为产妇提供舒适、温馨的住院环

境；加强与产妇的沟通交流，了解其需求和意见，及时改进护理工作。

产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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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监测与数据分析方法



直接观察法 仪器监测法

问卷调查法 数据要求

数据收集途径及要求

通过产房护士或助产士的直接观察，记录产妇分

娩过程中的关键指标数据，如产程时间、出血量

等。

利用专业仪器对产妇和胎儿进行监测，如胎心监

护仪、产妇血压监测仪等，自动记录数据并生成

报告。

针对产妇的满意度、疼痛程度等主观感受，通过

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避免漏报、

误报和迟报。



数据分析方法介绍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分类和汇总，计算各项指标的平均数、标
准差、最大值、最小值等，以描述产妇和胎儿的基本情况。

相关性分析

探讨不同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如产程时间与出血量的关系、产妇年龄
与分娩方式的关系等，为制定护理措施提供依据。

趋势分析

对连续监测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观察指标的变化趋势，预测可
能的风险和问题。

因果分析

通过因果图、鱼骨图等工具，分析导致不良事件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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