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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患者的预防保健和疾病控制中健康教育作用的探讨研究 

刘玉会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蒙古 呼伦贝尔 021008 

 

摘要：目的：探讨与研究针对艾滋病患者的预防保健和疾病控制中实施健康教育的方法与作用。方法：疾控中心将随机挑选于
2019年 3月—2020年 5月间的艾滋病患者共 60例进行研究，把这些患者随机平均分成两组，将采用传统护理干预的一组
分为常规组（n=30），而将另外一组分为研究组（n=30），为研究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并加施健康教育，统计并对比两组艾滋
病患者在接受不同护理方案后的健康教育效果。结果：研究组艾滋病患者对于艾滋病知识的掌握程度明显高过常规组，且该组
艾滋病患者的护理依从性亦相较于常规组更高，差异显著，符合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为艾滋病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
预的过程中加用健康教育的作用显著，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的自我保护能力，进而降低艾滋病的病死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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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在众多传染性疾病当中属于一种颇具强大危害性
的疾病，而能够形成该疾病的主要因素就是人体受到了 HIV

病毒（艾滋病病毒）感染所致
[1]
。患有艾滋病的患者极易引

发全身淋巴结肿大、持续性高烧以及身体虚弱等症状，且该
疾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通过血液和性生活等方式进行传播，
再加上该病病毒在人体内具有较长时间的潜伏期，致使给患
者的健康带来严重的损伤

[2]
。本文将研讨对艾滋病患者进行

预防保健和疾病控制时加用健康教育的作用，现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随机抽选 2019 年 3 月—2020年 5 月间的 60 例艾滋病患
者，按照随机分组法平均分成两组，将实施常规护理干预的
设为常规组，而将实施常规护理并加用健康教育的设为研究
组，每组各 30 例；常规组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年龄 25

—60 岁，平均年龄（41.37±3.85）岁；研究组男性 16 例，
女性 14 例，年龄 25—59 岁，平均年龄（41.14±3.58）岁；
两组艾滋病患者在上述各项基础资料中显示均不存在差异（P

＞0.05），其数据间具备可比性意义。 

1.2  方法 

常规组施以常规护理干预，包括：为患者及其家属发放
疾病知识宣传指导手册，为患者实时监督病情变化，在生活
上给予患者健康指导，日常监督患者遵医嘱按时用药，密切
监控患者病情，定期为患者进行病情监测，再根据患者最新
病情状况制定复诊日期，并在患者复诊时给予帮助与指导等。 

研究组在常规组的基础上施以健康教育，包括：①首先，
要让患者配合填写有关疾病知识掌握情况方面的问卷调查，
在了解患者的基本掌握程度后，为患者进行评估，再将评估
结果与患者实际情况相结合，制定出最合适的教育方案，以
此来进一步提升患者的认知程度，进而帮助患者逐渐养成良
好生活习惯；②护理人员要根据患者的文化程度与接受能力
来制定知识讲解方案，语言要通俗易懂，并且要以让患者正
确认识自身病情、掌握疾病防控知识为核心目标；③定期组
织艾滋病知识讲座，并为患者创建交流平台，在进行讲座时，
将总结出的病情防控相关影音或者书籍资料推送给患者，授
课全程都要态度热情、语气阳光、语言温柔的面对患者，最
大程度降低患者的病耻感；④要实时掌握患者的情绪变化，
对于患者的各种负面消极情绪实施相对应的心理疏导，释放
患者压抑的内心，同时还要不断勉励患者建立信心，通过健
康教育来帮助患者了解病情与艾滋病的发展过程，并鼓励患
者积极配合；⑤积极为患者使用保湿护肤品，减少皮肤感染
的发生，当患者发生皮肤感染时，要及时为患者以高锰酸钾
清洗杀菌，比例为 1：5000；⑤为患者量身定制营养均衡的
饮食方案，严格掌控患者饮食，忌食辛辣刺激性食物，且严
禁吸烟、饮酒，对于患有口腔炎症的患者，饭后要帮助患者
进行口腔清洁，对于患有腹泻症状的患者，要每日为患者提
供适量浓度的盐水，同时还要帮助患者纠正其不良生活习惯，
作息时间要按时进行，并要坚持锻炼身体等；⑥在每年的 12

月 1 日“世界艾滋病宣传日”当天，要为所有艾滋病患者开
展健康知识讲座，让更多的人正确认识该疾病，并引导患者
坚持科学治疗。 

1.3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艾滋病患者对于艾滋病知识的掌握程度，共
分为完全掌握、部分掌握以及未掌握三项目，总知识掌握度=

（总例数-未掌握数）÷总例数×100%。 

②比较两组艾滋病患者的护理依从性，共分为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以及不依从三项目，总护理依从率=（总例数-不依
从）÷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两组艾滋病患者对于艾滋病知识的掌握程度与护理依从
性的统计均采用（SPSS）19.0 软件，测评以[n（%）]计数，
实施χ²检验；两组艾滋病患者的各项统计结果中，显示 P＜
0.05 即代表存在差异，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两组艾滋病患者的知识掌握程度 

研究组艾滋病患者对于艾滋病知识的掌握程度相较更高
于常规组，存有明显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艾滋病患者的知识掌握程度[n（%）] 

组别 例数 完全掌握 部分掌握 未掌握 总知识掌握度 

研究组 30 19（63.33%） 11（36.67%） 0（0.00%） 30（100.00%） 

常规组 30 14（46.67%） 9（30.00%） 7（23.33%） 23（76.67%） 

X
2
值     7.9245 

P值     0.0048 

2.2 观察两组艾滋病患者的护理依从性 

研究组艾滋病患者总护理依从率相较显著高过常规组，
存有明显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艾滋病患者的护理依从性[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护理依从率 

研究组 30 17（56.67%） 12（40.00%） 1（3.33%） 29（96.67%） 

常规组 30 11（36.67%） 10（33.33%） 9（30.00%） 21（70.00%） 

X
2
值     7.6800 

P 值     0.0055 

3 讨论 

在为艾滋病患者进行健康宣教期间，护理人员应该倾尽
自身最大努力去提升患者对于自身的保健意识，要让患者学
会自我护理方法与疾病预防知识，使患者掌握住疾病控制的
正确方式，进而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3]
。具有针对性的健康

教育措施能够让患者及时认识到自身疾病的具体情况，并帮
助患者建立良好的治疗观与疾病观，及时疏导患者心理压力，
取得患者的信赖，让患者能够掌握更加全面的疾病知识

[4]
。 

本次研究得出，研究组艾滋病患者对于艾滋病知识的掌
握程度高达 100.00%（30 例），相较更高于常规组的 76.67%

（23 例），且研究组艾滋病患者总护理依从率高达 96.67%（29

例），相较显著高过常规组的 70.00%（21 例），（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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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艾滋病患者的常规护理中融入健康教育后，
其护理效果甚佳，大幅度增强了艾滋病患者对于自身疾病相
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让患者的护理依从性得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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