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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心理护理在附件炎患者护理中的效果。方法：选取我

院收治的附件炎患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

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对比两

组护理效果与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患者护理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患者；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100%，对照组为 85%，观察组的护理效果与

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心

理护理在附件炎患者护理中的效果显著，能够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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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收治的附件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2 0～5 0

岁，平均年龄（31.4±2.5）岁，病程 1～4 年。将其随机分为对
照组与观察组。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1.2 护理方法 
1.2.1 常规护理 
对照组患者在入院后，护理人员按照实际的治疗情况与患者

的身体状况，对其进行常规护理工作，主要内容有：定期进行健
康指导、检查患者的身体、饮食护理等。 

1.2.2 健康护理 
观察组在对照组患者的基础上实施健康护理，具体护理方法

与护理内容如下。（1）护理人员要加强培养患者对抗病症的信心，
积极并主动向患者解释相关的检查项目，指导患者在日常生活中
需要注意的事项与问题。（2）护理人员应该要陪同患者进行身体
的各项检查，并主动的为患者进行讲解，使患者能够以一种积极
与乐观的精神面貌去参与检查。（3）护理人员可以制定宣传册，
并为患者发放宣传材料，告知患者关于附件炎病症的病发原因、
护理方法，让患者能够详细了解。（4）护理人员要指导患者家属
给予患者适当的心理干预，鼓励其积极配合工作。 

1.2.3 心理护理 
患者心理状态的好坏与病情结果息息相关，因附件炎病症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腹痛，大部分的患者会担心该病症是否影响到怀
孕，故内心容易产生一些负面情绪，如情绪起伏较大、紧张、抑
郁、焦虑等，护理人员应该及时并耐心地进行劝导，善于倾听，
认真解答患者的疑难疑问，并要使用关心与得体的语气。 

1.2.4 生活与饮食指导 

首先，护理人员要引导患者养成健康与正确的饮食习惯，改
善以前的不良习惯，并根据患者的实际工作情况及生活水平，帮
助其制定健康的饮食计划与营养搭配方案。其次，护理人员可以
指导患者进行适当的锻炼和运动，以此促进患者身体内部的新陈
代谢，有效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 

1.3 效果评价标准 
护理效果评价：根据患者的抑郁状况，借用抑郁自评量表

（SDS）来进行评价，以 50 分为界限，若 SDS≥50 分则代表患
者有抑郁症状，分值越高则抑郁状况越严重，其中抑郁程度可以
分为：重度、中度、轻度及无。满意度调查：针对心理护理质量
与水平可以分为三个等级，非常满意、满意及不满意，总分 100
分，80 分以上代表非常满意。60 分以上代表满意、60 分以下代
表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6.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为 100%，对照组护理总满意度为 85%。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3 讨论 
附件炎患者的心理层面比较脆弱，极易产生焦虑情绪，为患

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心理护理是一种以患者为
中心，主要以现代护理观为护理原则，积极为患者提供 优质水
平的护理工作，能够使患者及其家属感受到人文性的关怀，增强
患者的信心，并能够在 限度上消除患者的负面情绪。 

本研究主要选取本院收治的附件炎患者研究对象，对比两组
SDS 得分，发现两组患者在护理前的 SDS 得分无明显差别，护理
后患者的抑郁程度有一定改善， 后对比与分析 SDS 总体得分，
发现观察组的抑郁程度明显改善，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护
理满意度中，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为 100%，对照组为 85%，观
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所述，在附件炎患者中应用心理护理，能够起到一定的
应用效果，明显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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