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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结核、乙肝等传染病中预防控制的效果探讨 

王慧  张寿锋 

(沂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56100) 
 

摘要：目的：探讨健康教育在结核、乙肝等传染病中预防控制的效果。方法：采集全县各医疗机构报告的结核、乙肝等传染病患者，并在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治疗的患者纳入研究范围，共 160 例，将其分为两组，人数一致均为 80 例，同时设置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采取常规基础护

理和健康教育。结果：两组患者采取相应措施后观察组健康教育满意度以及疾病知识掌握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对结核、乙肝等传染病患者采取健康教育，能够加深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提高防控意识和治疗依从性，有益于预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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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

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1]。中国目前的法定传染病有甲、

乙、丙三类共四十种，传染病的特点是有病原体、有传染性和流行

性，感染后常有免疫原性。加强健康教育，对疾病的防控具有重要

意义[2]。本次研究主要分析健康教育在结核、乙肝等传染病中预防

控制的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160 例患者进行研究，参选者均为结核、乙肝等传染病患

者，2019 年 1 月到 2021 年 1 月期间在全县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并将患者进行分组，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且两组患者人数一致各

80 例，其中对照组男性 44 例，所占比例 55%；女性 36 例，所占

比例 45%；年龄范围（18 岁至 62 岁，均值 40.36±2.64 岁）。观察

组男性 46 例，所占比例 57.5%；女性 34 例，所占比例 42.5%；年

龄范围（20 岁至 60 岁，均值 40.25±2.71 岁），一般资料差异不大

(P＞0.05)。纳入指标：临床诊断为传染性疾病；文化水平在初中以

上；患者及家属知晓本次研究的内容以及研究的目的，并自愿加入

到此次研究中去，且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交流障碍者；精神病

史者；资料不完整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基础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健康

教育。 

（1）心理教育：患者长期受到疾病困扰以及公众的歧视，容

易出现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加之对疾病的认识不足，部分患者

甚至会产生轻生的想法，因此要做好患者的情绪疏导工作，提高患

者的依从性，帮助患者建立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根据病人的心理

特点，采用解释、支持、认知调整指导等心理护理措施，与患者充

分交流，积极疏导负面情绪，耐心细致地讲述传染病的病程规律，

使病人感到真诚、温暖、可信、可敬，提高依从性。 

（2）健康教育：深化教育内容,做到细致全面，并采用多途径

进行教育，如每周举行一次结核、乙肝等传染病的知识讲座，内容

包括传染病的发病原因、传播途径以及治疗方法；制定疾病宣传手

册和防治视频，发放到每一名或者手中；针对出院患者定期给予电

话回访，必要时进行家访，面对面的给予健康教育和指导，一对一

开展个体化健康教育；利用微信建立传染病健康教育交流群，并告

知患者添加，定期发送传染病的相关知识，同时提供在线咨询，实

时为患者提供服务。并指导患者自我管理，包括婚姻、生育、家庭

成员相处、对外人际交往等，积极预防传播。 

（3）饮食教育：指导患者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的食

物为主。并告知患者高热量食物能更好地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蛋

白质在提供机体所需能量的同时还可增加机体的抵抗力和修复能

力；高维生素食物对神经系统及胃肠神经有调节作用，可促进食欲。

嘱咐患者少吃油腻、辛辣、生冷等刺激性食物。注意休息，调整机

体器官生理功能，积极进行锻炼，提高免疫力。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采取相应措施后的满意度、服药依从性，进行比

较，并对患者的疾病知识掌握度进行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分析软件：SPSS17.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均数±标准差（x

±s），数据对比检验：t 值。计数资料：百分率（%），数据对比检

验：χ2 值。统计学意义：P 值，有意义：P＜0.05；无意义：P＞

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比较 

采取相应措施后观察组的健康教育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健康教育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

意 

比较满

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80 58 20 2 97.5 

对照组 80 41 27 12 85 

X2 - - - - 9.785 

ｐ - - - - 0.002 

2.2 两组患者的疾病知识的掌握度评分比较 

采取相应措施后观察组的疾病知识的掌握度评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观察组和对照组疾病知识掌握度评分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疾病知识的掌握度

（分） 

观察组 80 96.72±1.48 

对照组 80 82.17±2.13 

t - 50.175 

p - 0.001 

2.3 两组患者的疾病治疗依从性比较 

采取相应措施后观察组的治疗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例数 按时服药 不按时服

药 

依从性 

观察组 80    

对照组 80    

X2 -    

ｐ -    

3.讨论   

乙型肝炎、肺结核是临床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同属法定乙类传染

病，但受致病菌潜伏、人口流动等因素影响难以杜绝，且短期内无

法治愈，均列为慢性传染性疾病，对患者的心理以及生理产生极大

的影响，因此还需加强患者的健康教育，提高防控意识[3]。 

健康教育通过心理教育、健康教育、饮食教育，帮助患者建立

良好心态，配合治疗，加深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提高自我管理，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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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传播途径，并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提高免疫力[4-5]。本次临床试

验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健康教育满意度以及疾病知识掌握度评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 (P<0.05)，健康教育应用价值高。 

综上所述，对结核、乙肝等传染病患者采取健康教育，加深患

者对疾病的认识，提高防控意识，和治疗依从性，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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