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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在妇科盆腔炎患者护理中的临床 
效果及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

孙建荣
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卫生院 山东 临沂 276035

【摘要】目的：研究综合护理干预在妇科盆腔炎患者护理中的临床效果及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方法：选取 2019 年 1—12 月
期间我院收治的 66 例盆腔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33 例）和实验组（综合护理干预，
33 例），对比两组心理状态与临床护理效果。结果：实验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临床护理
效果（96.97%）高于对照组（81.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针对妇科盆腔炎患者，通过综合护理干预可以提高
患者临床护理效果，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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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炎属于一种妇科常见病症，一般发病于女性生殖器周边，
炎症涉及患者子宫内膜及输卵管等部位，由于病情反复发作，可对
患者心理状态产生严重影响，很多患者在病症的折磨下，容易产生
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对患者正常工作与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1-2]。
常规护理不具备针对性，因此临床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本次研
究中，主要针对我院收治的 66 例盆腔炎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66 例盆腔炎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
33 例。实验组患者年龄 21~48 岁，平均年龄（34.5±4.5）岁，病
程 1~6 年，平均病程（3.5±0.8）年 ；对照组患者年龄 22~47 岁，
平均年龄（34.5±4.2）岁，病程 1~5 年，平均病程（3.0±0.7）年。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 ：患者均知情，并签署相关同意书 ；临床资料具备完整
性。排除标准 ：患者存在认知与沟通障碍，包括精神疾病患者 ；临
床资料缺失 ；配合度较低患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 包括健康宣教、饮食护

理、用药护理、病房环境护理，指导患者保持正确体位休息等。
1.2.2 实验组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 具体内容如下 ：
1.2.2.1 疼痛护理 护理人员可以适当播放舒缓音乐等转

移注意力的方式，缓解患者疼痛 ；针对疼痛较严重的患者，可遵医
嘱适当使用镇痛药物，同时叮嘱患者要保持外阴清洁。

1.2.2.2 心理护理 护理人员与患者展开有效沟通，了解患
者心理状态，适当进行心理疏导 ；关心、鼓励患者，可将成功治疗
案例向患者展示，帮助患者建立治疗信心。

1.2.2.3 发热护理 叮嘱患者多喝水，出汗后的衣服被褥需
及时更换，体温过高可以实施物理降温。

1.2.2.4 生活护理 指导患者注意经期卫生，保持会阴部处
于清洁状态，可进行每天清洗，同时适当进行运动锻炼，以增强抵
抗力，避免细菌入侵。

1.3 观察指标
1.3.1 通过焦虑（SAS）与抑郁（SDS）量表，评估患者心理

状态。总分为 100 分，分数越低，说明患者心理状态越好。
1.3.2 护理效果 显效 ：临床症状完全消失，通过 B 超检查

炎症完全吸收 ；有效 ：临床症状得到显著改善，通过 B 超检查部
分炎症得到好转 ；无效 ：临床症状无变化，B 超检查炎症也没有变
化，甚至加重。总有效率 =（显效 + 有效）/ 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 SPSS 25.0，计数资料采用 % 表示，χ2 检验 , 计

量资料用 ( cc ±s) 表示，t 检验，P<0.05 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SAS 与 SDS 评分对比

护理前，两组 SAS 与 SD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护理后，实验组两项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 SAS 与 SDS 评分比较 [( cc ±s), 分 ]

组别 焦虑（SAS） 抑郁（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33） 53.29±4.22 41.17±3.57 51.28±4.38 40.37±4.03
实验组（n=33） 52.24±4.27 35.33±3.14 50.16±4.21 34.41±3.85

t 1.005 7.056 1.059 6.143 
P 0.319 0.000 0.294 0.000 

2.2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对比
实验组护理综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护理效果对比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33 11(33.33) 16(48.48) 6(18.18) 27(81.82)
实验组 33 13(39.39) 19(57.58) 1(3.03) 32(96.97)

χ2 － － － － 3.995 
P － － － － 0.046 

3 讨论
盆腔炎属于一种临床常见妇科疾病，患者通常无明显症状，部

分患者会出现阴道分泌物出现增多或下腹部出现发热情况，严重
者可能出现头疼、高热等情况。多数患者在疾病的反复影响下会
出现不良心理与情绪，对患者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在临床治
疗中，该疾病主要以抗生素治疗为主，病情较严重的患者可能还需
要通过手术治疗。因此，需要在治疗过程中进行科学有效的护理
干预，进一步保证临床疗效 [3-4]。

在本次研究中，护理干预前，两组 SAS 与 SDS 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护理干预后，实验组 SAS 与 SDS 评分均低
于对照组（P<0.05），表明通过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
者不良心理状态，调整患者心理状态，让患者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
对治疗，提高治疗依从性。实验组护理总有效率为 96.97%，对照
组为 81.82%，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表明通过综合护理干
预，可显著提高患者护理效果，提高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舒适度，
让患者感受到高质量的护理效果。综合护理干预可更加全面地为
盆腔炎患者提供护理服务，让护理更具有效性与针对性。通过护
理人员耐心倾听患者的心声，可解答患者疾病相关问题 ；通过叮
嘱患者保持外阴清洁，可避免患者在治好后出现病症复发情况，同
时减少患者出现并发症情况 [5]。

综上所述，将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妇科盆腔炎患者中，可以有
效提高患者临床护理效果，减轻患者焦虑以及抑郁等不良情绪，改
善患者不良心理状态，可以让患者得到良好临床护理效果，促进患
者尽快康复，有很高临床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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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门诊输液的老年高血压病并发 2 型糖尿病患者
中，开展综合护理可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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