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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在阴道炎治疗中辅以健康宣教的干预意义。方法：试验者是 2021.02 至 2022.02 在门诊处就医的阴道炎病患共 94 例，采取数字奇

偶法均分作 2 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强化健康宣教，比对组间宣教效果差异。结果：观察组病患施治总疗效比对照组病患高，观察组病

患遵医行为及健康知识知晓度评分比对照组病患高，P＜0.05。结论：以强化健康宣教施护，可提升临床疗效的同时，还能增强病患的遵医行为与健

康知识知晓度，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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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炎属于临床妇科常见疾病类型，具有较高发生率及复发

率，发病原因与未重视个人卫生、同房卫生及交叉感染等因素有关，

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外阴红肿、白带异常、外阴灼痛、瘙痒等症状

为主，严重威胁到女性群体正常生活[1]。目前，临床对于此疾病的

治疗方法较多，如口服药物、妇科洗液以及消炎栓剂等，虽然这些

治疗方法具备一定的效果，然而由于患者有较低的治疗依从性，促

使阴道炎呈反复发作，因此除了予以对症治疗以外，还需辅以健康

宣教，提升患者对于疾病知识的了解，以此来降低疾病复发风险[2]。

本次研究目的是分析以健康教育对病患施护的意义，现汇总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病例对象是 94 例阴道炎病患，分组方式为数字奇偶法，对照

组：最高年龄 65 岁，最低年龄 22 岁，均龄 43.75±6.28 岁，患病

时间最长为 4 个月，最短为 5 年，平均患病时间为 2.38±0.94 年；

观察组：年龄 20 岁至 67 岁，均龄 43.27±6.45 岁，患病时间在 4

个月至 5 年，患病时间平均为 2.42±1.01 年。对组间基础资料展开

分析后发现，P＞0.05，证实试验可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叮嘱病患重视个人卫生，形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观察组强化健康宣教，措施为：在患者就诊时以多种方式

向患者讲解有关疾病危害、发展、诱因以及发生等，促使患者对于

疾病有一定的了解与认识，让患者意识到注重个人卫生的重要性，

并指导患者对个人卫生引起重视，要勤换洗内衣、内裤，在清洗贴

身衣物时，应当先使用开水浸泡，将细菌彻底杀死，以此来降低疾

病的复发率，特别是在生理期的时候，应当做好自我保健工作；在

自我保护过程中，不可使用刺激性物品来冲洗阴道，在感觉到阴道

处出现瘙痒感时，不可随意进行抓挠，防止出现继发性感染现象；

应当多加与患者进行沟通及交流，掌握患者心理变化情况，一旦患

者出现任何不良情绪，应立即进行疏导，促使患者以积极心态来配

合治疗。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施护疗效，对比指标：a.无效；b.有效；c.显效；总有效=

有效率+显效率。 

（2）护理质量，对比指标：a.遵医行为；b.健康知识知晓度。

以问卷调查方式评价，单项指标 100 分，护理质量随得分增加反映

更优。 

1.4 数据处理 

本试验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展开分析，计数资料以%百

分数进行表示，检验以卡方值（x2）；计量资料以（`x±s）进行表

示，检验以 t 值，若组间和（或）组内数据结果显示为 P＜0.05，

则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施护疗效 

表 1 中数据所示，观察组总有效例数高于对照组，P＜0.05。 

 

 

表 1 对比组间施治疗效（n，%） 

组别 例数 无效 有效 显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7 10 20 17 37（78.72） 
观察组 47 2 22 23 45（95.74） 

x2 值 - - - - 6.114 
P 值 - - - - 0.013 

2.2 护理质量 
表 2 中数据所示，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表 2 对比组间护理质量（`x±s，分） 

组别 例数 遵医行为 健康知识知晓度 
对照组 47 74.35±2.72 73.48±2.34 
观察组 47 82.27±3.61 81.39±4.21 

t 值 - 12.013 11.259 
P 值 - 0.000 0.000 

3 讨论 
对于育龄期女性来讲，妇科病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疾病，且疾病

类型较为复杂，其中阴道炎是最为典型的一种病例，该疾病典型临
床症状为外阴出现灼烧感、瘙痒等，严重影响到患者日常生活与机
体健康[3]。目前，临床在治疗该类患者时，以对症治疗为主，但由
于大多数阴道炎患者对疾病知识并不了解，也没有正确认识，再加
上缺乏有效的心理护理和生理护理，故而其治疗依从性比较低，导
致无法达到理想治疗效果，因此在临床上治疗阴道炎患者时，除了
实施常规性护理之外，还应当对患者实施健康教育护理干预，能够
有效降低患者心理压力，提高患者认知疾病能力，还能在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降低疾病复发率[4]。与此同时，加强护理患者个人卫生，
指导患者重视个人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再加以电话回访，监督患
者在用药时严格遵循医嘱，及时根据患者病情调整护理措施，不仅
能够保证顺利进行治疗，还能起到控制患者病情，达到预期治疗效
果[5]。在本次研究当中，经比对常规护理及强化健康宣教在阴道炎
病患治疗中的干预效果差异，发现观察组施护总有效率达 95.74%，
显著高于对照组病患 78.72%，观察组病患遵医行为评分为 82.27±
3.61 分，健康知识知晓度评分为 81.39±4.21 分，高于对照组病患
遵医行为及健康知识知晓度评分 74.35±2.72 分、73.48±2.34 分，
证实联用常规护理及强化健康宣教施护，对提升疗效及增强病患依
从性与认知度起着积极意义，临床应用意义较高。 

综上所述，将健康宣教应用在阴道炎病患治疗中，所得到的护
理效果较为理想，适宜基层医院借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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