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护理· International Nursing Medicine，国际护理医学（3）2021，12 

·78· 

整体护理模式在宫颈炎护理中的有效性研究 
徐蕾 

沭阳医院妇科  江苏宿迁  223600 

摘要：目的：对宫颈炎患者实施治疗与护理时，运用整体护理方案的临床有效性分析。方法：研究样本为我院宫颈炎患者，研
究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2 月，抽选 90 例入组，依据抽签法划分患者（对比组、研究组），每组构成均是 45 例宫颈
炎患者，常规干预服务对比组，常规干预+整体护理服务研究组，对不同组别的护理效果实施比较分析。结果：研究组宫颈炎
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较对比组高，有明显统计学差异，组间对比 P＜0.05。结论：与常规干预相比，联合整体护理模式干预宫
颈炎患者时取得的护理效果较显著，利于促进临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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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患者中，较常见宫颈炎患者，且大部分患者存在复

发率高问题，临床调查发现，导致此现象的原因与患者认知

度低、依从性差、负性心理状态严重等均有关联
[1]
。常规干

预有促进临床疗效作用，但对患者依从性、认知度及其心理

状态的改善效果不明显。整体护理模式属于近年来的新型干

预方案，具有人文性特征，可以取得优质护理成效。鉴于此，

本文针对整体护理模式对宫颈炎患者的影响实施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前来本院就诊的宫颈炎患者为样本，就诊时间范围即

2020.1-2021.12，总抽取 90 例，研究过程中采取抽签措施对

纳入的样本行均分处置，对比组 45 例，年龄跨度 23 到 54 岁，

病程范围 1.2 到 5.8 年，年龄与病程的均值为（35.67±2.75）

岁及（3.42±0.33）年；研究组 45 例，年龄跨度 23 到 56 岁，

病程范围 1.2 到 5.9 年，年龄与病程的均值为（35.78±2.61）

岁及（3.36±0.47）年。两组基线数据间差异不明显，组间

对比 P＞0.05，有比较意义。 

1.2 方法 

对比组护理法即常规干预，包括告知患者用药的正确方

式，及时对患者实施身体检查，提醒患者形成规律健康运动

习惯，说明饮食禁忌，定期对室内进行通风等。 

研究组护理法即以对比组为基础，再行整体护理，包括

负性心理情绪、认知、疾病等方面的护理。（1）负性心理情

绪方面：药物疗法是宫颈炎疾病的常用手段，短期内疗效不

明显，所以，患者易产生过度焦虑与恐惧心理情绪，导致患

者不能很好地配合护理人员。故而，护理人员需在护理全程

中维持友好和善态度，并与患者交流，引导患者倾诉心声，

以了解患者心境变化，而后针对患者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

良好的疏导干预，包括分散注意力，举例既往预后良好案例

等，有减轻负性心理，增强自信作用。（2）认知方面，以宣

传图册发放、张贴海报、轮播宣教视频等方式提高宣教力度，

而后于治疗护理过程中，依据患者本身认知情况、理解能力

讲解宫颈炎相关知识，治疗护理方案的实施意义等。（3）疾

病方面，物理疗法在宫颈炎患者中较常使用，护理人员需将

物理疗法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的禁忌事项及物理疗法基

本原理进行说明，以增加患者依从性。 

1.3 观察指标 

临床有效性包括显著、好转、无效 3 个等级，评估疗效

的标准：心理状态及依从性，性交后出血、白带量多、下腹

坠涨等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显著：护理后，无负性心理，依

从性良好，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好转：护理后，负性心理减

轻，依从性良好，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无效：负性心理较重，

无法配合医护人员，临床症状无改善；总有效率即显著有效

率与好转有效率之和。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方法选择版本为 23.0 的 SPSS 软件系统，在此

期间的计量与计数数据资料经 t 与 X
2
核验；P＜0.05 说明有

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观察统计发现，对比组总有效率低，研究组总有效率高，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研究意义，P＜0.05。见下表（1）。 

表 1 临床有效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著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对比组 45 18（40.00） 17（37.78） 10（22.22） 35（77.78）

研究组 45 25（55.56） 18（40.00） 2（4.44） 43（95.56）

X
2
 - - - - 6.1538 

P - - - - 0.0131 

3 讨论 

宫颈炎包括慢性宫颈炎、急性宫颈炎两种，对女性的生

育能力有损伤，流产、分娩、手术等是导致宫颈炎疾病发生

的主要原因，为保护患者的生殖功能，需在实施医疗方案的

同时，落实护理方案
[2]
。 

整体护理不同于常规干预，其细致性、全面性、系统性、

针对性更优，全程均秉承了人文理念，是护理效果优质的服

务方案。宫颈炎患者运用整体护理模式之后，其负性心理纠

正，认知水平提升，临床依从性提高，有提高临床有效性作

用
[3]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的临床总有效率与对比组总有

效率相比更高，组间有明显差异，P＜0.05。证实整体护理模

式可以在宫颈炎患者中使用，究其原因发现，整体护理对患

者负性情绪实施干预时，可依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干预方案；

实施认知方面干预时，考虑到患者本身认知情况及其理解能

力，促使认知干预措施的人文性、针对性良好；此外，对患

者疾病实施干预时，能够依据患者对医疗措施的了解程度实

施干预，可以增加患者的依从性。 

综上，为确保宫颈炎患者获得成效优质的护理措施，可

对患者实施整体护理，有改善负性心理，促进依从性，提高

临床效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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