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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患者心理分析及护理干预措施

李　艳

湖北省石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石首　434400

摘　要：目的 分析梅毒患者心理状态并探究心理护理干预效果。方法 选择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某医院收入梅毒患

者 60 例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和观察组（心理护理），各 30 例，比较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治疗依从

性、心理状态、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均好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于梅毒患者而言，受到疾病影响，心理负担较重，

故需要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由此可以促使患者的身心负担得到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同时治疗依从性得到保障，

有助于提升实际疗效，且患者对于护理工作较为认可，建议于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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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梅毒是一种传染性疾病，是梅毒螺旋体导致

的，一般经由性传播，症状表现相对复杂，会对患者的皮肤

及内脏等造成较为明显的损伤，同时疾病的传染性较强，临

床很难实现疾病的治愈，复发风险偏高，患者身心都需要承

受明显的负担，生活质量将大大降低。大多数患者对于疾病

不够了解，患病后负面情绪滋生，心理压力过重，以致其不

能对治疗进行有效的配合，依从性不佳，这也导致实际的治

疗效果受到影响，所以建议对其实施心理护理，以此稳定患

者的情绪状态，使其可以正视疾病，配合治疗 [1]。在对患者

实施心理护理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对患者进行引导，了解患

者的想法，感知患者存在的不良情绪问题，护患双方一同努

力，找到对问题解决的方法。另外护理人员也需要对患者进

行鼓励，令其可以保持较为积极的状态，以此促使其依从性

得到保障，患者的疗效也能相对较佳 [2]。因此，本文重点分

析梅毒患者心理状态并探究心理护理干预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某医院收入梅毒患者

60 例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 例。对照组：

男女人数 20:10，年龄 23-44（36.92±4.21）岁，病程 2-8

（4.02±0.87）年。观察组：男女人数 19:11，年龄 24-45

（35.46±4.43）岁，病程 2-8（4.14±0.83）年。两组资料

比较未见显著差异，P>0.05。患者患病时长均超过 1 年，

可以进行正常的交流沟通，对研究内容清楚了解，自愿参

与；研究不纳入存在其他严重传染性疾病患者或先天性梅

毒患者。

1.2 方法

两组都以苄星青霉素粉剂进行治疗，对药物进行稀释，

随后进行肌内注射。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护理人员要加强对患者的观

察，查看其是否出现不良反应，同时为患者进行简单的健康

教育，告知患者疾病及治疗的一些知识，让患者对此有一定

的了解，能对于治疗逐渐适应。

观察组：采用心理护理，护理人员要积极和患者进行

交流，对患者的情绪进行感知，了解患者的想法，对患者进

行心理评估，从而可以针对性进行心理疏导，稳定患者的情

绪状态，令其调整为相对积极的情绪状态。特别是对于女性

患者来说，受疾病影响，心理负担较重，容易出现自卑、恐

慌等不良情绪，并且和护理人员进行沟通的意愿不高，也不

容易信任护理人员。为此，护理人员要给予患者更多的关心

及爱护，主动和患者接触，拉近双方距离，选择患者容易接

受的方式开展沟通，逐步提升其信任度，也使其可以更好地

配合 [3]。另外，护理人员要加强对于患者的健康教育，对于

疾病的相关知识、治疗方案及注意事项等进行认真的介绍，

让患者可以正确认识疾病，降低内心的担忧及恐惧，同时提

示患者若有机体不适出现需要及时和护理人员说明，以便可

以做好对症治疗，针对性改善患者的身心状况，稳定患者的

状态 [4]。而在对患者进行药物注射的时候，要注意进行消毒，

保证快速进针，以此提高注射水平。在完成药物的注射之后，

要提醒患者及时休息，如果患者出现明显的机体疼痛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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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干预治疗，以此使患者的机体负担得以降低。

1.3 观察指标

①治疗依从性：以 Morisky 用药依从性问卷进行评估，

总计 8 分，完全依从 8 分，部分依从 6-7 分，不依从 <6 分。

②心理状态：以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

进行评估，得分越高则心理状态越差。③生活质量：以本

院自制量表完成评估，总计 100 分，量表正向计分。④护理

满意度：本院自制量表评估该指标，总计 100 分，非常满意

85-100 分，满意 60-84 分，不满意 0-59 分。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6.0 统计分析数据，计数数据、计量数据记

为 [n（%）]、（），行检验、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依从性比较

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依从性比较 [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对照组 30 8（26.67） 13（43.33） 9（30.00） 21（70.00）
观察组 30 17（56.67） 12（40.00） 1（3.33） 29（96.67）

6.641
P 0.011

2.2 两组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比较

见表 2。

表 2 两组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比较（，分）

组别 例数 抑郁情况 焦虑情况 生活质量

观察组 30 27.84±4.12 29.13±4.05 89.16±3.94

对照组 30 36.82±4.23 38.95±4.16 80.04±3.61

19.923 22.621 22.403

P 0.001 0.001 0.001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见表 3。

表 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30 14（46.67） 15（50.00） 1（3.33） 29（96.67）

对照组 30 11（36.67） 13（43.33） 6（20.00） 24（80.00）

19.083

P 0.001

3 讨论

在我国，性病属于一种隐私性的疾病，患者患病后多

会有焦虑、自卑等情绪，丧失生活的信心，并且人们对于该

疾病的认识较为片面，理解并不科学，也致使实际的治疗依

从性较差。情况严重的，很多患者不敢就医检查，但因为疾

病复发风险较高，则其生活质量会显著下降。对于疾病的

治疗多选择苄星青霉素，通过注射药物来改善患者的症状，

同时辅以优质的护理干预，可以稳定患者的状态，使其身

心都得到放松 [5]。借助此种方式，患者的状况能得以转好，

且患者也会逐渐对自我保护更为关注，也能掌握对于疾病

进行预防和避免复发的方法。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水平提

升，能正视疾病，负面情绪得到改善，可以更为积极地面

对未来的生活。

在进行心理护理的过程中，要体现出人性化特征，能

关注患者的情绪及护理需要，通过沟通对患者的想法进行了

解，借助语言、眼神等为患者提供更多的关心及温暖，稳定

患者的情绪，也提升患者治疗的信心。在对患者进行药物注

射的时候，为了有效提升一次性注射率，则护理人员要注意

积极提升自身操作技能的熟练度，由此能降低患者的机体不

适及痛苦 [6]。注射后对患者进行半小时的观察，以免其出现

不良反应，导致机体负担增加。另外，也要告知患者需定时

复查，频率保持在每 3 个月进行 1 次复查，提示患者复查的

重要价值，引起患者的重视，保证其能按时复查。

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依从性、心理状态、生活质量及

护理满意度均好于对照组，P<0.05。综上，对于梅毒患者而言，

受到疾病影响，心理负担较重，故需要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

由此可以促使患者的身心负担得到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显

著提升，同时治疗依从性得到保障，有助于提升实际疗效，

且患者对于护理工作较为认可，建议于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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