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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分析中医护理方案对慢性盆腔炎患者的干预效果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我院在 2019 年期间所收治的共计 100 名慢
性盆腔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按照电脑随机分号方式分对照组、观察组。对照组以常规护理；观察组则以中医护理方式，对比两
组患者的整体疗效及生活质量状况。结果：通过对比分析来看，观察组患者的整体治疗效果显著，相比对照组来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不论是从疗效还是生活质量方面都有明显提升。结论：在当前针对慢性盆腔炎患者，可适当的采用中医角度的护理方式，充分的分析患者
的实际情况结合中医护理方案达到较高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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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盆腔炎是妇科慢性疾病，在临床上反复性较强，患者的整

体治疗周期较高，对于患者的生活质量往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
中医护理方案则主要是从患者的情绪、心理、生理方面出发，从多
元化角度进行综合的护理和干预，对于患者的症状恢复往往会产生
较好的效果[1,2]。本次研究主要从中医角度来探究分析其对慢性盆腔
炎患者的整体疗效，具体的数据资料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9 年 5 月-2019 年 11 月期间所收治的共计 100 名慢性盆腔

炎被选为实验研究对象，其中对照组人数共计 50 名，年龄为 24-4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5.7±4.5 岁，学历情况大专以上人数共计 42
名，大专以下人数共计 8 名。观察组人数共计 50 名，年龄为 23-4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3.4±3.2 岁，大专及以上人数共计 44 名，大
专以下人数共计 6 名。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在入院后均给予规范化的抗感染治疗以及循环治疗

方式。对照组在临床上给予头孢他啶静脉注射，每天 2 次，每次 2g，
奥硝唑片口服治疗每天 2 次，每次 0.5g，连续服用一周作为一个疗
程，同时对患者辅以西医护理方式，主要包括基础护理，体液的补
充以及用药方面的规范化等。 

观察组患者则在对照组患者的基础上给予中医护理方案： 
饮食方面，对于湿热瘀结者临床上以苦瓜、冬瓜，金银花、菊

花代茶饮清热利湿；气虚血瘀者予以桃仁、山药健脾化瘀；寒湿瘀
滞者以乌梅、柠檬疏肝行气、化瘀止痛；肾虚者予以黑豆、黑木耳、
枸杞等，再加以蛋白质类食物的食物，如鱼、鸡蛋、牛奶增强体质。 

生活方面的指导则主要根据中医角度出发，所发生并发症如下
腹疼痛予以黄连、黄芩、泽泻、苦参进行保留灌肠，以上四药合用，
达到清热解毒、利湿止痛之效，再辅以耳穴贴压，取穴：神门、交

感、内分泌、内生殖器，简易可行。带下量多者每天以外用熏洗剂
（黄芩、黄柏、鱼腥草、野菊花、苦参、蛇床子）熏洗会阴部二次，
时间为一周 1 疗程。同时可以辅以中医外敷方式，红藤、蒲公英、
当归、赤芍以及印花疼进行灌肠。每天以艾灸、吴茱萸等炒热后外
敷，时间为一周 1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在临床上的整体治疗效果进行对比。分为痊愈、有

效、无效。 
其次对比两组患者临床上的生活质量情况，生活质量主要通过

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情感职能，自我管理四个方面显示，通过问
卷调查结合分数形式显示。 

1.4 统计学方法 
将所收集的数据资料采用 SPSS16.0 进行统计学软件的处理和

分析，资料通过组间比较形式进行，计量资料以 sx ± 形式显示，
以 P＜0.05 表示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观察组患者整体治疗效果相比于对照组来说存在显著的统计

学意义，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人数 痊愈 有效 无效 有效性 
对照组 50 25 13 12 76.00% 
观察组 50 30 15 5 90.00% 

P 值      ＜0.05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对比 
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组别 人数 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情感职能 自我管理 
对照组 50 74.25±8.13 75.22±5.54 80.45±5.62 76.45±7.75 
观察组 50 88.12±10.10 85.15±6.88 90.15±6.81 85.23±7.52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随着当前阶段社会的不断发展，女性在生活当中的压力愈来愈

多，而女性患者发生慢性盆腔炎的发生率显著的提升[3]。根据资料
研究显示，多数的女性慢性盆腔炎往往都是由于急性盆腔炎疾病没
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同时在治疗的过程中没有进行及时的解决造成
了疾病的复发现象，而且患者在精神上承担巨大的压力，在治疗完
成之后往往都会出现一定的负面情绪[4]。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发现，观察组患者通过实施中医护理方式整
体的疗效显著，相比对照组在生活质量、康复效果方面均要显著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医重视多元化角度
的研究和分析，从患者的情绪、心理、饮食等方面入手往往能够改
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因此综合上文来看，目前针对慢性盆腔炎患者可以采用中医护
理手段和方法，提高患者的整体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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