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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炎护理中应用连贯性健康教育的作用探讨

周 爽

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 河北 廊坊 065000

【摘 要】：目的：探究在宫颈炎治疗过程中应用健康教育（连贯性）的实际作用。方法：研究入选的 60 名患者，入选时间

为 2020年 1 月到 2020 年 12 月，利用就诊号随机分组，每组 30人，即干预组、对照组，统计研究数据，对比 2 组研究对象

健康指导后遵嘱行为和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结果：健康指导后，干预组研究对象的各项遵嘱行为评分更高，对比可得 P＜0.05；

健康指导后，干预组研究对象的各项疾病知识考核分数更高，对比可得 P＜0.05。结论：在传统护理上加入健康教育（连贯性），

干预后，病人遵嘱行为和疾病知识的掌握率均有所提升，优势性更突出，适合积极应用在宫颈炎患者护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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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炎患者在我院妇科住院部较为常见，宫颈炎作为妇

科常见高发病，根据其疾病性质被分为急性和慢性，临床中

以慢性最为常见，常发生在中成年育龄女性中[1]。研究表明

流产手术、生产方式、宫颈生理位置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宫

颈炎诱发原因[2]。女性宫颈受损后，细菌病原体会趁此入侵

机体，诱发炎症感染，严重损害女性群体的生殖系统健康。

常见临床表现为阴道不规则出血、血性白带、分泌物增加等

[3]。伴随病程的发展，炎症逐渐加重，影响育龄女性的生育

能力，给患者带来严重的身心损伤[4]。目前临床医护人员认

识到给予有效治疗措施的同时，更应该实施护理干预。通过

向患者普及疾病知识，提高其认知水平，进而提升疾病治疗

效果。研究选择在我院妇科住院部接受宫颈炎治疗的 60名

病人作为此次研究对象，探究在宫颈炎治疗过程中应用健康

教育（连贯性）的实际作用，现将报告整理如下。

1 基线资料和一般方法

1.1 基线资料

研究入选的 60名患者，入选时间为 2020 年 1 月到 2020

年 12月，利用就诊号随机分组，每组 30 人，即干预组、对

照组，其中干预组年龄范围（岁）：25 到 54，平均值（岁）：

（38.2±2.3），病程范围（月）：2 到 16，平均值（月）：

（8.02±0.53）；对照组年龄范围（岁）：25 到 53，平均值

（岁）：（37.6±3.2），病程范围（月）：2到 17，平均值

（月）：（7.32±1.43）。对比两组资料，P＞0.05，满足对

比要求。纳入：入选对象认真阅读此次知情类文件，充分了

解后完成书面签署；经临床医学检查（白带常规、HPV）确

定入选的患者均为宫颈炎，患者表现（血性白带、分泌物增

加等）与临床诊断标准相符。排除：既往患有其他妇科疾病

的患者；存在意识和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严重过敏体质且

研究依从性较差。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一般临床护理。

干预组：在一般护理基础上实施健康指导（连贯性），

具体如下：（1）成立连贯性护理小组，组内成员定期接受

健康教育培训，由科室副护长担任小组组长，其他成员必须

具备 4 年以上妇产科护理经验。通过培训工作人员需掌握扎

实的疾病知识和熟练的护理方法；严格落实责任制护理。患

者入院后热情接待患者，向患者介绍了区环境和基础设施，

与患者及家属寻求沟通，通过日常护理查房，普及简单的疾

病成因、治疗目的和方法以及治疗后注意事项。（2）健康

宣教：由一名责任护士负责单个病房患者的健康宣教，结合

新媒体技术，制作简易的疾病宣传视频，利用微信程序开设

科室公众号，积极利用以往成功治疗病例，从中提取可利用

的疾病知识，通过重点案例的分析，提高患者疾病认知水平；

其次，从患者家属方面进行健康宣教。家属的健康宣教重点

应为患者照护和疾病预防等问题，提升家属护理能力和疾病

认知水平，为患者治疗提供有效帮助。（3）心理：告知患

者良好心态对病治疗的正向影响，调整患者情绪，采取合适

的方法进行心理疏导，鼓励患者主动倾诉心理问题，护理人

员再以此为依据，进行针对性指导；也应为患者积极寻求家

属情感支撑，家属在日常照护过程中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

通过一些简单的转移方法，缓解其不良情绪。（4）出院指

导：告知患者严格按照医嘱药量服药，不可随意增减，如出

现任何异常情况，需来院复查；治疗期间严禁盆浴，避免交

叉感染；日常生活保持外阴清洁，每日用清水冲洗，穿棉质

内衣裤。

1.3观察指标

分别通过科室自制的遵嘱行为调查表和疾病知识考核

表，收集两组病人两项指标的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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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分析

干预组和对照组患者的使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遵嘱行为和疾病知识均为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中，若

两组数据之间 p＜0.05，则代表患者在以上方面，存在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对遵嘱行为

健康指导后，干预组研究对象的各项遵嘱行为评分更

高，对比可得 P＜0.05，具体见表。

表 1 遵嘱行为比对（x±s，分）

组别 合理饮食 规律用药 情绪稳定 个人卫生

干预组（n=30） 8.34±1.35 8.26±1.43 8.53±1.62 7.88±1.43

对照组（n=30） 5.71±1.13 6.20±1.54 5.42±1.26 5.22±1.14

t 8.1823 5.3689 8.3000 7.9667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2 对比疾病知识掌握情况

健康指导后，干预组研究对象的各项疾病知识考核分数

更高，对比可得 P＜0.05，具体见表。

表 2 疾病知识掌握情况对比（x±s，分）

项目
干预组

（n=30）

对照组

（n=30）
T 值 P值

卫生知识 9.0±1.14 8.2±1.41 2.4166 0.0188

用药知识 8.6±1.24 7.0±1.94 3.8062 0.0003

疾病与治疗 8.4±1.53 7.3±1.60 2.7215 0.0086

异常症状判断 8.7±1.42 7.8±1.31 2.5515 0.0134

预后注意事项 9.1±1.29 8.0±1.42 3.1405 0.0027

治疗后复查 9.0±1.51 8.1±1.48 2.3314 0.0232

宫颈疾病筛查方法 8.5±1.36 6.8±1.52 4.5652 0.0000

3 讨论

所有育龄女性在都有可能感染慢性宫颈炎，给病人的日

常生活和工作带来较大影响。伴随病程的进一步发展，部分

患者甚至会出现不孕症状[5-6]。因此实施早期的临床治疗具有

一定实践价值。为保证治疗效果，缩短康复进程，还需结合

有效的健康教育指导。健康教育（连贯性）是一种新兴的教

育模式，兼具科学性和合理性，相比于传统模式的健康教育

方式，更着重患者临床表现的关注，通过专业的健康护理小

组，为不同患者制定针对性的教育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又充

分考虑到患者特性。这样的健康教育模式更利于患者接受，

疾病知识普及成功率也更高[7]。文章研究结果显示，健康指

导后，干预组研究对象的各项遵嘱行为评分更高，对比可得

P＜0.05；健康指导后，干预组研究对象的各项疾病知识考核

分数更高，对比可得 P＜0.05。专门通过连贯性的健康指导，

使患者重视自我生活管理，遵嘱用药，治疗依从性逐渐提升，

进而改善最终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在传统护理上加入健康教育（连贯性），干

预后，病人遵嘱行为和疾病知识的掌握率均有所提升，优势

性更突出，适合积极应用在宫颈炎患者护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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