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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贯性护理健康教育对慢性宫颈炎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探讨
赵  湘

（宁夏第五人民医院，宁夏 石嘴山   753000）

【摘要】目的：分析对慢性宫颈炎患者实施连贯性护理健康教育后对其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的影响。方法：选择 2018 年 3 月～ 2020 年 10 月

收治的 50 例慢性宫颈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25 例实施连贯性护理健康教育）和对照组（25 例实施常规护理干预）。结果：对比两组

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 SF-36 评分结果，观察组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更高，数据对比有统计学差异（P ＜ 0.05）。结论：对慢性宫颈炎患者实

施连贯性护理健康教育，能提升患者对宫颈炎相关健康知识的认知，提升患者自护能力，使其能自行对阴道、子宫部位进行护理，提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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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宫颈炎是指发生在宫颈部位的慢性炎症，常见临床症

状为白带异常、阴道异常出血等，若患者未接受有效救治，会

对生殖能力造成影响，致其出现不孕等状况，严重影响患者身

心健康，因此慢性宫颈炎患者需采取积极地治疗措施。且在诊

疗过程中对其实施连贯性护理健康教育，以提升患者对宫颈炎

健康知识的认知，有效培养患者的自护能力，使其能达较好的

治疗效果。为进一步探究此护理措施的应用效果，本研究主要

对慢性宫颈炎患者接受连贯性护理健康教育后，各护理措施对

其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讨，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一 般 资 料。 选 择 2018 年 3 月 ～ 2020 年 10 月 收 治

的 50 例慢性宫颈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 25 例，年

龄 22 ～ 57 岁，平均年龄（38.54±3.02）岁；对照组 25 例，年龄

23 ～ 56 岁，平均年龄（38.51±3.01）岁。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差异

细微（P ＞ 0.05），有可比性。纳入标准：本研究中所有慢性

宫颈炎患者，均符合《现代中西医妇科学》中诊断标准；所有

患者及其家属均自愿签字同意，并经由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

排除标准：妊娠期、哺乳期者；有语言障碍或意识障碍，无法

配合完成相应护理工作；合并有肝、肾等功能障碍性疾病。

（2）方法。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包括指导并帮助患

者做好相应检查诊断工作，控制患者治疗期间饮食摄入状态，为

其制定合理的生活及运动锻炼计划。观察组实施连贯性护理健康

教育，护理措施如下。①建立健康教育小组：以妇产科护士为主，

建立健康教育小组，并对其进行相应培训，使其能有效掌握各

健康教育技能，提升其业务能力及职业素养。②制定教育计划：

小组成员需根据患者学历背景、性格特点等为其制定相应教育

计划，具体教育内容，各诊疗阶段需接受健康教育知识，健康

教育方式以及护士语气、行为方式等。③实施健康教育：首先，

护士可根据患者性格特点等，利用讲座、一对一讲解等方式，

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同宫颈炎相关的病理知识、治疗措施及各

项检查诊断的意义等，使患者对自身病情及具体检查、诊疗情

况有深入认识，以提升其配合度。其次，护士需向其反馈各治

疗阶段的治疗效果，并帮助其改善不良生活、饮食习惯，叮嘱

患者重视外阴部清洁卫生，避免盆浴以降低再次感染等状况的

发生，指导其选择适合的内裤，使其保持较稳定的康复状态。

最后，患者出院前发放健康知识手册，出院后可定期翻阅，以

加深其对相关注意事项的认知，有效降低病症复发概率。

（3）观察指标。统计分析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

SF-36 评分结果，评估患者经护理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共计

100 分，分数越高，患者生活质量越好，分析两组干预方式对

患者正常生活状态的影响。

（4）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使用 t 和“x
_

±s”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X2 和 % 表示，P ＜ 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在本研究中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 SF-36 评分结

果进行对比分析，观察组经护理干预后生活质量 SF-36 评分结

果相比于对照组更高。数据对比有统计学差异（P ＜ 0.05），

详情如表 1 所示。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 SF-36 评分结果的对比

（x
_

±s）
组别 例数 护理干预前（分） 护理干预后（分）

观察组 25 51.43±3.54 80.32±5.23
对照组 25 51.51±3.57 70.45±5.04

t - 0.080 6.795
P - 0.937 0.001

3 讨论

慢性宫颈炎是指发生在宫颈部位的慢性炎症，此病症主要

是因急性宫颈炎治疗不彻底、厌氧菌等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

患者发病后多有白带增多、疼痛等临床症状，病情严重者还会

有性交后出血等状况，对患者的性生活及生殖能力造成严重影

响，因此慢性宫颈炎需及时入院就医，以控制其病情发展进程。

为使患者达到预期治疗效果，减少病症复发概率，在诊疗过程

中还可对患者实施连贯性护理健康教育，提升患者对相关病理

知识、治疗措施的认知。在护理干预过程中，首先需建立健康

教育小组，再由小组成员根据患者情况制定相应的健康教育计

划，最后按计划对患者实施健康教育。同时在健康教育过程中，

除病理知识、检查诊断重要性等方面的讲解外，还需根据患者

具体诊疗阶段，向其实施不同的健康知识讲解，包括各诊疗阶

段饮食、生活方面的注意事项，并帮助患者改善不良生活、饮

食习惯。患者出院前为其发放健康手册，使患者了解日常生活

中相关注意事项，降低病症复发概率。即通过相关健康教育措

施的实施，纠正患者对疾病的错误认知，有效提升患者的自我

护理技能，使其能进行自我保护及预防，使患者能更主动地转

变生活、饮食方式，有效提升其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对慢性宫颈炎患者实施连贯性护理健康教育，

能提升患者对宫颈炎相关健康知识的认知，能提升其自护能力，

使患者能自行对阴道、子宫部位进行护理，提升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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