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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 HPV患者临床表现及心理状况分析

薛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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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意图调查了解一些护理干预手段对于感染了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的患者临床及

心理状况的干预效用。主要通过选取上海市青浦区某医院内若干例 HPV 感染患者进行研究，为患者提供一系列科学的护理干

预并对实际干预效果进行统计对比，从而根据统计学结果分析并得出结论，以期为提升 HPV 感染者对疫病的认知水平、增强

患者心理抗压力和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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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icacy of nursing interventions for patients
infected with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This study mainly selected a number of HPV infection patients in a hospital in Qingpu
District, Shanghai, to provide a series of scientific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and statistical comparison of the actual intervention
effect, so as to analyze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draw a conclusion,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cognitive level of HPV infection, enhancing the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 to stres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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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HPV 相关理论概述

在全球女性恶性肿瘤中，宫颈癌是危险性仅次于乳腺癌

的第二大常见恶性肿瘤，在发展中国家的发病率 6 倍于发达

国家，且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生活压力增大、环境因素变化

等等，宫颈癌的发病率也在逐年上升，且病患年龄呈现显著

下降趋势，可以说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

根据多年来的相关科学研究成果表明，人乳头瘤病毒

（Human papilloma virus，HPV）具有正常细胞永生化能力及

高度种属特异性和特殊嗜上皮性，病毒 DNA 以整合形成存

在于宿主细胞中，病毒 DNA 储存于具生发活性的基底细胞，

呈隐眭状态。HPV 病毒是导致宫颈癌及癌症病变的必要因素，

能够大大提升患者罹患宫颈癌的风险水平。而在我国，因受

到东亚文化圈的传统观念、民众对于癌症的应对态度、多重

社会环境因素等的影响，HPV 患者常会伴随疫病产生心理问

题，反作用于疾病治疗与病程发展。

基于上述理论内容及实际状况等，本研究对 HPV 患者

的心理状况进行调查，并结合患者及疾病特点等进行护理干

预后的调查分析，探讨护理干预对于 HPV 患者的治疗康复

的作用意义。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研究法

通过查阅中文和外文文献资料库，选择相对应的主题、

关键词，选择 HPV 护理干预相关参考文献进行理论研究和

分析，通过这一全局性的研究过程对于本文的研究寻找符合

其理论，收集了较多相关文献成果，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

1.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 HPV 患者病例实验组别的各自特征如年龄、婚姻

状况、对 HPV 了解状况、病程、患者心理状况、护理干预

措施感知等设置调查问卷，切实了解并分析患者在护理干预

的状况下的效果。

1.3 调查与护理干预具体设计

1.3.1 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患者年龄、职业、

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医疗状况、对 HPV 认知、

病程、家人态度看法、性生活质量、对未来规划影响等共 15

道调查题目；第二部分为国际标准焦虑、抑郁程度、生活质

量量表。

1.3.2 护理干预方案

护理干预要灵活地根据患者的个人特征、面对 HPV 感

染的接受能力、情绪调节能力等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实施。主

要内容如下：

（1）心理干预：要在舒适安静的环境中耐心认真地倾

听患者的分享，回答患者问题疑惑时注意语气平缓轻松，态

度鼓励安抚为主，帮助或引导患者进行恐惧、焦虑等负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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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的排解。

（2）认知干预：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为患者详细

科普有关 HPV 的妇科知识，包括 HPV 感染与宫颈癌的关系、

HPV 检测的重要性、疫苗接种的有效性、女性生殖道 HPV

感染常见性与年龄分布、HPV 感染与性行为习惯的关系、

HPV 感染传播的不同渠道方式、预防 HPV 感染的有效方法

等等。

（3）社会支持干预：要积极向 HPV 患者介绍相同疾病

感染者的病例尤其是治疗治愈成功经验，通过介绍其他病例

的患者自身情况、患者家人支持状况等社会支持状况，让

HPV 感染者有群体归属感，从而增强其积极应对 HPV 战胜

疾病的决心信心。

（4）情绪干预：要让患者明确积极情绪对于治疗的正

面作用和影响，并在患者有情绪调整意向后，辅助患者通过

一些有效简单的训练行为等帮助情绪稳定，从而帮助患者增

强心理抗压能力，进而积极配合治疗方案和鼓护理作业。

（5）应用国际标准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

表（SDS）、生活质量评估量表（SGRQ）。

SAS 采用 4 级评分，在由自评者评定结束后，将 20 个

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再乘以 1.25 后取得整数部分，就得到标

准分。标准分越高，焦虑症状越严重。

SDS 同样有 20 个项目，包含 10 道正向计分和 10 道反向

计分项目，总粗分的正常上限为 41 分，标准总分为 53 分。

抑郁严重度=各条目累计分/80。结果 0.5 以下者为无抑郁；

0.5 到 0.59 为轻微至轻度抑郁；0.6 到 0.69 为中至重度；0.7

以上为重度抑郁。

SGRQ 有 50 个项目，分别测评呼吸症状、活动受限和疾

病影响 3 个部分。各部分预计分值范围为 0 到 100 分，分数

越低代表生活质量水平越高。

2 干预实验与调查结果

2.1 调查资料

调查标准：（1）经 HPV 检测及门诊检查确诊 HPV 感染；

（2）生理健康状态良好，表达状态良好；（3）自愿参加本

研究调查。

排除标准：（1）同时患有其他性传播疾病；（2）有酗

酒吸毒行为等。

基于上述标准，选取 2019-2021 年上海市青浦区某医院

HPV 感染女性的 60 例患者进行调查及护理干预,年龄分布

为 19 到 49 岁；已婚 32 例、离异 5 例、未婚 23 例；文化程

度：初中及以下 21 例，高中中专大专 21 例，本科及以上 18

例。将病例分为干预组 33 人和对照组 27 人，干预组根据病

患不同状况及特点广泛采用各种护理干预手段，对照组仅采

用普通的 HPV 健康知识说明。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电子问卷数据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c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H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统计结果

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1 护理干预前 HPV 患者对疾病认知和心理状态评分

时间 患者案例 疾病认知 心理状态

干预前 60 5.53±0.62 9.64±1.97

干预后 60 10.27±0.44 15.33±2.71

t 值 72.58 29.06

p 值 ＜0.001 ＜0.001

表 2 护理干预前后 HPV 感染者生活质量评分

时间 生活质量总分 情感维度总分 性维度总分

干预前 39.21±8.54 21.74±8.86 18.09±7.94

干预后 53.99±9.91 38.54±9.07 15.16±9.04

t 值 6.842 4.853 9.606

p 值 ＜0.001 ＜0.001 ＜0.001

3 分析总结

3.1 HPV 患者的知识储备及心理状态分析

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HPV 感染者对 HPV 相关疾病的

常识性知识储备较为有限，甚至其中部分存在明显认知误区：

如超过八成的受访者不知道 HPV 病毒能够引发生殖系疱疹；

近八成的受访者认为 HPV 病毒不能够感染男性；同样近八

成的受访者认为避孕药物能够预防 HPV 感染；全部受访者

不知道 HPV 感染的大部分不会出现自觉症状；仅近两成的

受访者明确了解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进行传播；近半数受

访者明确了解过早的、不洁的、混乱的性行为能够增加感染

HPV 的风险；而值得关注的是，全部受访者均在心理状态方

面存在较大的压力和焦虑情绪。

总体而言，大多数 HPV 感染者对 HPV 相关疾病的知识

储备较为有限，甚至其中部分存在明显认知误区，这反映出

我们在 HPV 病毒相关宣传方面还有极大的进步空间，尤其

在对于青少年群体的生理卫生知识学习教育方面，目前还不

能将科普的触角深入 HPV 病毒和宫颈癌的相关领域，而未

成年女性与年轻女性的免费 HPV 疫苗接种和相关知识普及，

更是亟待扩大教育深度的公共健康卫生事业部分，在 HPV

患者的心理健康支持方面，我们也尚不能及时有效地缓解患

者的羞愧、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缺乏专业的充足的心理

咨询工作者及团队为她们提供心理咨询支持等。

3.2 HPV 患者护理干预运用于临床诊疗的效果分析

通过第二章节的调查统计数据可知，对于 HPV 患者干

预组来说，护理干预显著提升了 HPV 患者的疫病认知水平

和心理承压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部分 HPV 患者的

负面情绪和过高的压力水平，而护理干预中的各种干预方式

和手段，灵活综合使用能够引导 HPV 患者同时关注和重视

自身的心理状态和 HPV 治疗，说明有效地进行护理干预，

能够有效配合 HPV 的临床治疗方案发挥作用。

3.3 护理干预对 HPV 患者愈后生活质量的提升分析

通过本文研究可知，HPV 患者受到传统观念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对于 HPV 感染常常存在不正确的认知态度，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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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各种负面情绪和心理压力，最后导致 生活质量的明显

下降。对于 HPV 患者的护理干预尤其是心理干预，针对 HPV

患者的自我心理疏导进行训练和引导，使得 HPV 患者能够

自行调整并采用积极的心理状态，从而疏解负面情绪影响，

也有助于机体应对 HPV 病毒的袭扰，有助于患者更加配合

临床诊疗方案的实施，最终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4 结语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 HPV 患者基本普遍存在焦

虑不安等多种多样的负面情绪，这不利于患者配合临床诊疗

方案尽快治愈恢复，通过对照干预实验验证了护理干预的有

效实施能够帮助并引导 HPV 患者消除对于 HPV 的恐惧、对

自身的排斥，采用积极的态度应对并战胜 HPV 病毒。同时

本文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调查病例样本数量有限、

调查研究方法单一等，希望未来能够有更为严谨和详实的研

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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