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园地 

 145 

医学研究 

整体护理干预对霉菌性阴道炎患者护理中的效果及价值分析 
何淑洁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妇幼保健服务中心  青海循化  811100) 

摘要:目的：探察剖析霉菌性阴道炎患者护理中施行整体护理干预的效果与价值。方法：调研的起始与截止时间为 2022.06~2023.06，抽选本

院于此区间接收的霉菌性阴道炎患者 110 例作为调研对象，施以随机数字表法，以各组 55 例的比例平均分作对照组（常规护理）及观察组

（整体护理干预），后设定观察指标：症状消除时间；护理满意度，以此用于评估各组差异化护理措施下的临床效果与应用价值。结果：观

察组症状消除时间短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结论：霉菌性阴道炎患者施行整体护理干预，可缩短病症消

除时间，促进患者良好转归，提高其护理满意度，应用效果与价值显著，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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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诊室常见且高发的疾病之一当属霉菌性阴道炎，阴道内

过量繁殖白色念珠菌、降低细胞免疫力、出现炎症反应是主要的发

病原因[1]。常见病症包括外阴瘙痒、异味、红肿、灼热以及豆腐渣

样白带等，会对女性身心健康、日常生活造成不利影响[2]。患者除

及时对症治疗外，还需配合有效的护理措施，以巩固治疗效果、减

轻临床病症、加快病情的康复速度。整体护理干预讲求全面性、连

贯性，是常规护理的补充，可避免护理疏漏，目前已广泛用于临床

护理工作中。鉴于此，本研究将着重围绕霉菌性阴道炎患者运用整

体护理干预的效果及价值予以深入探析，总结论述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0 例调研对象的选择均来源于本院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6

月区段内接收的霉菌性阴道炎患者，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划分为

对照组与观察组，且各组成员例数相等，即 n=55。其中，对照组年

龄 22~48 岁，平均（34.62±3.17）岁，病程 2~15d，平均（7.31±

0.26）d；观察组年龄 23~48 岁，平均（35.05±3.28）岁，病程 2~17d，

平均（7.68±0.31）d。经比对，两组基线资料显示无差异（P>0.05）。

准入标准：（1）实验室检查结果确诊为霉菌性阴道炎；（2）临床资

料完整；（3）知悉并同意参与本次调研。排除标准：（1）处于妊娠

期或哺乳期；（2）精神、认知障碍，限制正常交流。 

1.2 方法 

对照组：施行常规护理。包括介绍用药方法、提示注意卫生、

定期复查等。 

观察组：施行整体护理干预。包括：（1）健康宣教。采取发放

健康手册、播放多媒体动画配合口头讲解的方式，向患者详细讲解

霉菌性阴道炎的发病诱因、临床病症、治疗方法、疗程、注意事项

等知识，并鼓励患者提出疑问，以简洁易懂的语言、温和耐心的态

度，及时解答患者疑惑，使其提高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度，强化自

我保健意识。（2）心理干预。因病灶部位较为隐私、症状不适，患

者易出现焦虑、担忧、烦躁、抑郁等负性情绪。护理人员需利用亲

切的语言、动作开导与鼓励患者，将其顾虑消除。并引导患者治疗

与康复期间做自身感兴趣的事，如绘画、练习书法、参加户外娱乐

活动、听音乐、看电影等，使其分散注意力，促使负性情绪潜移默

化地排解。（3）饮食干预。嘱咐患者每日应保持清淡、易消化饮食，

禁止摄入肥腻、高糖、辛辣、生冷、酸性等刺激性食物，多服食新

鲜蔬果、豆制品、鸡蛋、瘦肉等食物，增加蛋白质、维生素、纤维

素的摄入量，以提高机体抵抗力。（4）个人卫生护理。嘱咐患者日

常生活中需勤换内裤，洗澡时应避免坐浴，并叮嘱患者非医嘱情况

下，不得擅自使用私处清洁液清洗阴道，以免破坏阴道内酸碱平衡。

同时，若处于月经期，需使用具备良好透气性的卫生用品，外阴时

刻保持清洁、干燥。（5）生活干预。首先，嘱咐患者将室内温度、

湿度控制于合理范围；其次，告知患者不可熬夜、劳累，坚持早睡

早起，并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以提高自身抵抗力与免疫力；此外，

叮嘱其身着舒适、宽松的衣物，并勤换、勤洗，同时，在清洗衣物

过程中，需分开清洗内裤及其他衣物，完成清洗后，应置于阳光下

暴晒，不得放置于卫生间等易滋生细菌、潮湿之处。（6）用药干预。

向患者重点强调遵医嘱正确用药的必要性，嘱咐其日常生活中不得

擅自增减药量或停服、漏服；同时，指导患者观察用药后不良反应，

叮嘱其如果出现不适症状或异常表现，需及时告知医护人员进行处

理。 

1.3 观察指标 

①症状消除时间：统计组间白带异常、外阴瘙痒、外阴红肿、

尿路刺激消除时间。②护理满意度：院内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问

卷”，发放于患者并由其填写；非常满意为>85 分，满意为 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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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满意为<60 分。总满意率=（非常满意+满意）÷组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8.0 统计学软件分析研究所得的各类数据，计量资料

用（ sx ± ）代表，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代表，行 X2 检验；

结果若显示（P<0.05），即代表比照的数据之间具备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病症消除时间对比 

见表 1，观察组白带异常、外阴瘙痒、外阴红肿、尿路刺激消

除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 

表 1 两组患者病症消除时间对比（ sx ± ，d） 

组别 n 白带异常 外阴瘙痒 外阴红肿 尿路刺激 

对照组 55 3.17±1.46 3.92±1.38 2.64±1.07 2.13±0.87 

观察组 55 1.82±0.31 2.37±0.51 1.52±0.39 1.55±0.26 

X2 - 6.708 7.813 7.293 4.737 

P -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见表 2，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55 23（41.82） 28（50.91） 4（7.27） 51（92.73） 

观察组 55 33（60.00） 22（40.00） 0 55（100.00）

X2 -    4.151 

P -    0.042 

3 讨论 

霉菌性阴道炎属于因感染霉菌而引发的一种炎性疾病，具备反

复发作、迁延不愈等特点。相关调查显示：约 15%的女性存在阴道

霉菌，以绝经后大量服用雌激素者、免疫力低下者、糖尿病患者、

孕妇为主要的发病群体[3]。临床通常将霉菌性阴道炎划分为内源性、

外源性感染两种。所谓的内源性感染，即阴道内寄居的病菌因环境

适宜生存而不断繁殖所引发感染；所谓的外源性感染，即洗浴、医

疗器械等外部刺激所引发的感染。该疾病的临床症状会直接影响患

者的正常生活与工作，需及时接受对症治疗。而在治疗的同时，还

应为其选用适宜、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以辅助临床疗效的提高，

尽快消除不适症状，促进患者康复。 

既往所施行的常规护理，主要基于医嘱为患者提供相应护理内

容，难以满足患者的实际需求，缺少针对性、全面性，整体护理效

果欠理想。而针对整体护理干预而言，属于现下新兴的一种护理模

式，倡导“以人为本”的护理观念，能够以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

为基准，通过认知、心理、生理等多方面开展护理工作，有效弥补

常规护理的缺陷与不足[4]。同时，整体护理干预可避免发生护理疏

漏，确保各项护理措施环环相扣、井然有序地进行，具备标准化、

全面化、实用化等优势[5]。其中，通过健康宣教配合心理干预，可

使患者正确认识自身疾病，消除不良情绪，并拉近护患关系，使其

提高对疗护工作的依从性，以乐观积极的良好心态面对后续治疗；

通过饮食、卫生、日常生活干预，能够提高患者的自我保健意识及

自我护理能力，主动纠正自身不良生活方式，不仅注重以营养饮食

增加自身抗病能力，同时也更注重保持个人卫生，避免病症、病情

的加重，也降低疾病复发率；通过用药干预，可使患者意识到正确

用药的必要性，减少错误服药行为的出现，保证用药安全，规避不

良事件的发生。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症状

消除时间更短、护理满意度更高。以此可证明运用整体护理干预的

必要性、可靠性与有效性。 

综上所述，霉菌性阴道炎患者采取整体护理干预，尽快消除临

床病症，促进病情康复，并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效果确

切，具备推行使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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