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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针对对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在妇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研究与探讨。方法：选取我院自 2017 年 5 月至 2019 年 6 月收

治的 148 例妇科疾病患者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并将研究样本随机分为对比组和研究组，每组 74 例。对对比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对研究组

患者在对比组基础上进行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并对比两组患者接受护理的效果，主要包含以下指标：对疾病与健康认知程度、负面情绪

状况等。结果：对比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后的状态，发现研究组患者不论是对自身疾病与健康的认知程度还是负面情绪状况的改善均优于对

比组，差异显著，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妇科疾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提高

患者对疾病与健康的认知程度，有助于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有助于提高患者接受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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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人民的思想观念、
生活习惯与饮食结构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妇科疾病的护理也愈来
愈得到重视。妇科疾病主要包括不孕不育、人流、月经失调与妇科
炎症等，一方面对患者的生殖系统健康造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带
给了患者极大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了患者患者生活质量[1]。因此，
临床上在对该类患者进行治疗期间常辅以一些护理措施，这些护理
措施对帮助患者身心康复意义重大。为探寻提高护理质量的方法，
本次研究抽取部分患者进行了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希望验证其可
行性，并做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自 2017 年 5 月至 2019 年 6 月收治的妇科疾病患者共
148 例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并按护理方式不同将研究样本随机分为
对比组和研究组，每组 74 例，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对本研究均知情
并已签署同意书，且本研究以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其中对
比组患者的年龄为 21~68 岁，平均年龄为（42.3±5.2）岁，其中异
位妊娠患者 14 例，阴道炎患者 33 例，盆腔炎患者 21 例，其他疾
病患者 6 例；研究组患者的年龄为 22~70 岁，平均年龄为（44.2±
5.7）岁，包含异位妊娠患者 13 例，阴道炎患者 35 例，盆腔炎患者
19 例，其他疾病患者 7 例。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未发现显著
差异，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参照医院常规护理的标准对对比组的患者进行妇科常规护理，
并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实施针对性治疗。对研究组患者在对比组基
础上进行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的来奶和干预，具体做法如下：第一，
根据具体情况对患者进行相关的检查与治疗，并向患者介绍病房的
基本状况，采取适当措施缓解患者的紧张感与陌生感，以达到提高
患者治疗依从性的目的；第二，积极主动地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沟
通交流，了解患者的过往病史等状况；如果患者需要进行手术，则
安排专门的护士手术过程中陪同患者，对患者的生命体征做好记
录，并在术后为患者定期清理伤口，观察判断患者是否有不适感，
若患者有不适感，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针对性治疗[2]；第三，在患
者出院时，对其进行出院健康指导教育，使患者充分了解出院后的
相关注意事项、药物的具体使用方法与预防疾病的相关知识等。 
1.3 观察指标 

分别统计两组患者对疾病与健康认知程度、负面情绪状况、护
理满意度等情况，并做对比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将研究所得数据以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
料以(x

_

±s)进行表示，并进行 t 校验，计数资料以（n，%）进行表
示，并进行 X2 分检验，P＜0.05 视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对疾病与健康的认知度 

对比俩个组患者护理后的状况，发现研究组患者对疾病与自身
健康的认知度显著高于对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情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对疾病与健康认知度的比较（例） 

组别 总例数 完全认知 部分认知 几无认知 
对比组 74 22 36 16 
研究组 74 54 13 7 

X² - 7.342 6.351 5.812 
P - P＜0.05 P＜0.05 P＜0.05 

2.2 两组患者的负面情绪状况 
对比两组患者出现紧张、焦虑与其他低落情绪的例数，发现研

究组出现上述症状的患者远少于对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详情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负面情绪状况的比较（例） 
组别 总例数 紧张 焦虑 其他低落情绪 

对比组 74 21 19 24 
研究组 74 5 9 7 

X2 - 6.411 5.796 6.375 
p - P＜0.05 P＜0.05 P＜0.05 

3 讨论 
大部分妇科疾病都有着病情容易出现反复的特点，这难免会对

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对临床疗效产生了一定的抑
制作用。对此，曾有研究表示需要在妇科疾病的临床治疗中辅以健
康教育与心理护理的联合干预，以期提升护理与治疗质量，使患者
身心放松，从而提升治疗手段的疗效。对妇科疾病缓和者进行健康
教育联合心理护理，一方面要求护理人员掌握充足的护理知识与护
理操作技能等，另一方面也需要护理人员对妇科疾病的各种特点有
比较全面的认知，以便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护理服务。另外，
妇科疾病通常会对患者的生育能力和性生活质量产生一定影响，因
此在护理服务中还需强化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引导患者客观认识
疾病，调整好心态并积极配合治疗[3，4]。此次研究表明，经过护理后
研究组患者对自身疾病与健康的认知度与负面情绪状况的改善均
优于对比组（P＜0.05）。 

综上所述，对妇科疾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联合心理护理可以显
著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提升患者对疾病与健康的认知度，有助于
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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