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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的健康宣教及临床护理研究
谭祖润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人民医院　湖北　恩施　444300）

【摘　要】目的：探究子宫肌瘤的健康宣教及临床护理效果。方法：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妇科收治

子宫肌瘤患者为探查对象，共计筛选 5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组，护理 A 组 25 例，实施基础护理方案，护

理 B 组 25 例，采用基础护理方案联合健康宣教，观察宣教效果及患者心理状况。结果：护理 B 组子宫肌瘤患

者疾病知识掌握率 96.0%，高于护理 A 组（P<0.05）；护理 B 组子宫肌瘤患者外阴清洁、遵医用药、饮食运动

及返院复查等方面遵医行为评分高于护理 A 组（P<0.05）；护理 B 组子宫肌瘤患者 HAMA、HAMD 评分结果

降低幅度大于护理 A 组（P<0.05）。结论： 健康宣教有助于提高子宫肌瘤患者疾病掌握程度，提高遵医行为，

改善负面情绪，护理优势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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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ealth education and clinical nursing of uterine fibroids
Zurun Tan

（People's Hospital of Badong County,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Hubei Province,Enshi,Hubei,444300）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clinical nursing of uterine fibroids. Methods: 
A total of 50 patients with uterine fibroids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from January 2017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loratory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25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nursing group A, which received basic nursing program, and nursing group B, which received basic nursing program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mastery rate of disease knowledge in nursing group B was 96.0%,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nursing group A 
(P<0.05). The scores of vulva cleaning, compliance with medical drugs, diet and exercise and return to hospital for review 
in nursing group B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nursing group A (P<0.05). The decrease of HAMA and HAMD scores of 
patients with uterine fibroids in nursing group B was greater than that in nursing group A (P<0.05). Conclusion: Health 
education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disease mastery of patients with uterine fibroids, improve compliance 
behavior, improve negative emotions, nursing advantages are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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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为女性妇科常见且高发性疾病，主要以

非经期出血、腹痛症状为主，早期临床表现不显著，

病情复杂且隐匿性强。现代妇产科学者针对子宫肌瘤

发生病因尚未给出明确阐述，主要认为疾病发生与机

体激素水平异常相关，呈慢性进展性，随肌瘤直径增

大，可导致子宫内膜病变，是导致女性患者不孕不育

的主要因素 [1]。子宫肌瘤临床具有患病率高、反复发

作、根治难度大等流行病学特征，常见于育龄期女性，

在女性绝经后因子宫功能衰退，肌瘤生长停止，可自

行凋亡；育龄期女性因机体激素水平旺盛，子宫肌瘤

反复发作，严重危害其机体健康。健康教育作为优质

护理重要组成内容，通过积极健康普及宣教，促进信

念及态度转变，纠正错误认知行为，提高治疗配合度，

构建良好护患关系 [2]。本研究特针对健康宣教在子宫

肌瘤应用有效性进行探讨比对，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妇科收治子宫肌瘤患

者为探查对象，共计筛选 5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

组，护理 A组 25例，患者年龄 24-48（33.47±1.09）

岁，肌瘤直径中位数（3.59±0.41）cm；护理B组25例，

患者年龄 25-49（33.52±1.13）岁，肌瘤直径中位数

（3.62±0.39）cm；上述两组子宫肌瘤患者病历资料

（P>0.05）。

1.2 方法

依据患者个人意愿选择治疗方案，包括口服药物

治疗及子宫肌瘤手术治疗；护理 A 组实施基础护理方

案。护理 B 组采用基础护理方案联合健康宣教，给予

子宫肌瘤患者知性行理念，制定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

（1）建立健康宣教小组：主要由妇产科护理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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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妇产科护士长担任组长，针对既往子宫肌瘤患者护

理常见问题、护患纠纷案例等情况，采用回顾性分析、

组织座谈会、品管圈等，对医患纠纷发生原因进行溯

源，了解子宫肌瘤患者治疗期间身心护理需求，依据

当前医疗阶段，拟定针对性护理方案，确保临床护理

工作有规章可遵循；重点针对护理人员护患沟通技能

进行培训教育，告知健康宣教开展目的及意义，通过

良好护患沟通，给予患者疾病基础宣教，耐心讲解患

者及其家属疑难问题 [3]；同时考虑不同患者受教育水

平及理解能力，要求护理人员采用个性化健康教育等

方式，了解不同患者群体健康宣教所需，以提高自身

综合素养。（2）给予患者面对面健康宣教，在患者初

始接诊，针对子宫肌瘤患者不同治疗方式，如药物治

疗、手术治疗患者开展不同健康宣教，结合患者受教

育水平、年龄、自我管理等情况，给予针对性健康宣

教内容。通过绘制临床护理路径表，在患者就诊第一

天，耐心介绍门诊环境，帮助患者适应医院环境，避

免因陌生环境所致应激反应；告知疾病检查流程、检

查指标，辅助患者完成 [4]；针对药物治疗子宫肌瘤患

者，可通过加强药学指导，确保患者了解药物使用注

意事项，定期返院复查，提高治疗依从性。针对手术

治疗患者，告知围术期注意事项、手术治疗流程、手

术常见风险，辅助患者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有效预

防医疗纠纷；同时辅助患者进行术前准备及手术检查；

术中密切记录患者生命体征，通过监测风险因素，开

展针对性安全管理。（3）多媒体宣教：采用视频多媒

体方式，借助直观图像，让患者了解子宫肌瘤发生病

变位置、临床常见因素、不良生活习惯、临床治疗方式，

加深患者疾病认知，纠正不良认知；便于患者了解子

宫肌瘤临床风险及影响因素，帮助患者纠正不良生活

习惯，树立正确生活方式，护理人员在旁进行讲解，

给予患者情感支持；若发现患者抱有焦虑、紧张情绪，

及时给予心理疏导。（4）出院前开展强化教育，告知

患者子宫肌瘤康复注意事项，督促患者定期返院复查，

同时通过电话回访，有效了解患者生活情况，及时给

予远程指导。

1.3 评价标准

疾病知识掌握程度评估，由护理人员采用问询方

式，患者“是、否”问答，评估患者完全掌握、部分

掌握及未掌握情况。

自拟遵医行为评分量表，针对外阴清洁、遵医用

药、饮食运动及返院复查情况进行评分，0-10 分表遵

医行为递增。

汉密尔顿中文译版焦虑评分量表（HAMA）、汉密

尔顿中文译版抑郁评分量表（HAMD）对护理干预前后

心理状况进行量化评分。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软件 SPSS24.0 进行假设校验，P<0.05 设

为统计学差异基础表达。

2 结果

2.1 两组子宫肌瘤患者知识掌握程度比对

护理 B 组子宫肌瘤患者疾病知识掌握率 96.0%，

高于护理 A 组，统计结果提示（P<0.05），有意义，

见表 1。

表 1 两组子宫肌瘤患者知识掌握程度比对 [n/%]

组别 n 完全掌握 部分掌握 未掌握 掌握率

护理 A 组 25 8 10 7 72.0%

护理 B 组 25 15 9 1 96.0%

X2 5.919

P 值 0.004

　　2.2 两组子宫肌瘤患者遵医行为评分结果比对

护理 B 组子宫肌瘤患者外阴清洁、遵医用药、饮

食运动及返院复查等方面遵医行为评分高于护理 A组，

统计结果提示（P<0.05），有意义，见表 2。

2.3 两组子宫肌瘤患者 HAMA、HAMD 评分结果比对

子宫肌瘤患者护理前 HAMA、HAMD 评分结果比对

提示无差异，护理后子宫肌瘤患者 HAMA、HAMD 评分

表 2两组子宫肌瘤患者遵医行为评分结果比对 [ x ±s，分 ]

组别 n 外阴清洁 遵医用药 饮食运动 返院复查

护理 A 组 25 7.25±0.95 8.22±0.99 8.34±0.91 7.17±0.82

护理 B 组 25 8.96±1.01 9.34±1.09 9.08±1.05 9.28±1.11

t 值 6.166 3.803 2.663 7.645

P 值 0.000 0.000 0.01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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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不同程度降低，护理 B 组子宫肌瘤患者 HAMA、

HAMD 评分结果降低幅度大于护理 A 组，统计结果提示

（P<0.05），有意义，见表 3。

3 讨论

子宫肌瘤作为妇科慢性疾病，肌瘤大小、直径不

一，受激素水平、饮食、情绪影响，肌瘤增大严重危

害患者机体健康，易导致女性不孕不育，影响其生活

质量。子宫肌瘤治疗方案较多，因病灶特殊性，肌瘤

存在较高复发率，对女性患者身心健康具有较大影响。

疾病治疗期间可通过开展健康宣教，帮助患者提高疾

病认知，改善认知行为，提高自我效能，对提高临床

治疗效果、降低疾病复发具有较好疗效反馈。健康教

育对护理人员专业素养要求较高，首选明确患者健康

教育所需及自我护理理解程度，依据患者机体状况，

开展相关卫生保健知识宣教，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

提高患者对疾病知识及不同治疗方案的了解，有效提

高患者治疗配合度，对提高整体治疗效果具有积极影

响 [5]。本研究表明，护理 B 组子宫肌瘤患者疾病知识

掌握率 96.0%，高于护理 A 组，患者外阴清洁、遵医

用药、饮食运动及返院复查等方面遵医行为评分高于

护理 A组，HAMA、HAMD 评分大幅度降低，数据可证实，

健康宣教的开展可有效提高患者疾病知晓率，在子宫

肌瘤长期管理过程中，有效提高患者返院复查率，对

控制疾病复发具有较好疗效。同时可有效纠正患者不

良认知情况，对防控其他妇科疾病，发挥理想保健效

果。健康教育的开展有助于提高患者及家属对医务人

员专业性的认可，构建良好护患关系，预防医疗纠纷，

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提高遵医行为具有积极影响，

护理优势显著。

综上所述，健康宣教有助于提高子宫肌瘤患者疾

病掌握程度，提高遵医行为，改善负面情绪，可作为

疾病优选护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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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两组子宫肌瘤患者 HAMA、HAMD 评分结果比对 [ x ±s，分 ]

组别 n
HAMA

t 值 P 值
HAMD

t 值 P 值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 A 组 25 22.06±2.49 15.72±1.62 10.671 0.000 21.43±2.55 16.71±2.37 6.779 0.000

护理 B 组 25 22.12±2.56 10.79±1.19 20.067 0.000 21.50±2.49 11.53±2.03 15.517 0.000

t 值 0.084 12.263 0.098 8.300

P 值 0.933 0.000 0.922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