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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在慢性盆腔炎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探讨 
Application of holistic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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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整体护理在慢性盆腔炎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此次研究对象为我院近年来收治的 80 例慢性盆腔炎患
者，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整体护理，分析比较两组患者
的护理效果。结果  通过实验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情况，观察组均明显优于对
照组（P＜0.05）。结论  针对慢性盆腔炎患者，采用整体护理干预措施，可以明显缓解的患者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获取更高的护理满意度，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olistic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ion.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in recent year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holistic nursing.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rough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For the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the 

adoption of hol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the patients' bad emotions,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obtain higher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has certain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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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盆腔炎指的是因多种不同原因导致的产生于女性

内生殖器及其附近组织、盆腔腹膜等相关位置的一种慢性炎

症，存在比较高的疾病发生率，患者通常会出现下腹疼痛、

月经紊乱和白带异常等相关症状表现，疾病病情迁延难以得

到有效治愈，且容易复发，情况严重时还会造成女性的不孕、

输卵管妊娠等相关的并发症，给女性的生殖健康和家庭幸福

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导致女性承受比较严重的心理压力
[1]。在临床中，针对慢性盆腔炎通常应用物理疗法和抗生素

疗法进行治疗，然而因为患者对于自身疾病认识水平相对有

限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加上疾病长时间的折磨，患者存在

比较大的精神压力，比较容易引起焦虑和抑郁等不良情绪状

态，致使患者疾病治疗失去信心，给疾病的治疗造成一定不

利影响，难以获取较好的疾病治疗效果。而在患者治疗期间，

辅之以合理且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可以明显减轻患者的心

理压力，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加强治疗效果。此次研究选

取我院的 80 例慢性盆腔炎患者，观察整体护理在慢性盆腔

炎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现做出如下报告。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对象为我院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收治的

80 例慢性盆腔炎患者，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两组，每组各 40 人。全部患者均为女性，对照组患

者年龄为 32-55 岁，观察组患者年龄为 33-57 岁。两组患者

的一般资料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对研究内容知情，并自愿进行了知情同意书的签

署。 

1.2  方法 

针对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护理工作者向患者介绍

疾病病情，并叮嘱患者遵照医嘱进行药物的服用，对患者出

现的负面情绪进行安抚，告知患者应保证健康饮食、注意休

息等[2]。针对观察组患者采用整体护理，具体内容如下：（1）

心理干预。因为盆腔炎的发病位置比较特殊，牵及身体隐私

部位，加上疾病病痛的折磨，患者比较容易出现害怕、焦虑

等负面情绪状态，不愿同医生配合进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此时，护理工作者应主动做好同患者之间的交流工作，告诉

患者慢性盆腔炎是妇科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只有积极配合

医生治疗工作的开展，病情才能获取有效好转。针对患者提

出的疑问，护理工作者应予以耐心倾听，并认真作答，并尽

可能确保患者的合理需求获取满足，使患者能够以积极的心

态面对疾病的治疗，树立起疾病治疗的信心，从而以最佳的

精神状态进行治疗，获取更为良好的疾病治疗效果。（2）健

康宣教。针对大部分患者而言，对于盆腔炎相关知识的了解

不足，医疗常识的掌握不够充足，这样十分不利于患者疾病

的治疗和转归。医院应以责任护理工作者讲解为主，辅之以

发放宣传手册、播放科普影像资料等多种方式，向患者宣传

慢性盆腔炎相关知识，主要包括慢性盆腔炎发生的高危因

素、临床症状、采用的治疗方法及其所能够获取的预后效果

等方面内容，助力患者可以正确认识慢性盆腔炎，积极改正

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积极进行疾病治疗的配合，使

得盆腔炎病因得以消除，确保患者从心理和行为上均可以主

动配合医院治疗工作的开展，从而加强疾病治疗效果。（3）

环境护理。保证患者病房的舒适性，定期开窗进行通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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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病房中各种物品应进行有序摆放，确保患者可以从心理上

获取一定的安全感与稳定感，病房中物品进行固定放置，患

者的私人物品可以放置在对应的柜子内，有效规避杂物堆积

情况的出现。与此同时，应保证病房内地面的干燥与清洁，

这样可以避免患者的跌倒。做好病房温度的调节工作，使其

保持在 20-24 度范围内，合理的温度范围可以让患者感受到

身心的放松，减小机体的能耗，湿度应控制在 50%-60%范

围内，并对一些不必要人员在病房的出入进行限制，这样才

能给患者营建一个舒适且温馨的治疗环境[3]。（4）饮食干预。

对于慢性盆腔炎患者而言，饮食干预也是十分关键的一个步

骤，强化患者的营养支持，可以有效加强患者的机体免疫能

力。应让患者进食富含营养且易于消化的食物，同时多多食

用富含多种维生素的新鲜水果和蔬菜，形成具有一定规律性

的饮食习惯。发热期间应遵循清淡饮食的原则，禁止食用肥

腻、辛辣等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5）用药指导。护理工

作者应告知患者所服用药物的名称，并给患者详细讲解药物

的作用、用法用量、用药期间的注意事项等相关内容，确保

患者对于药物的服用方法具有较为充分的掌握，保证患者用

药的规范性，加强药物治疗效果，降低各种不良反应情况的

发生率。（6）生活管理。盆腔炎的发生通常和生活习惯、卫

生习惯等具有一定的关联，应向患者阐明进行卫生护理所能

够起到的重要作用，以避免相关的感染途径，形成对患者不

良生活习惯的有效纠正，告知患者应勤于更换衣物，不要穿

紧身和化纤质地的内裤，应用杀菌洗涤剂进行清洗，置于阳

光下晾晒可以发挥一定的杀菌效果，同时需要使用清水对外

阴位置进行清洗，但不宜过度清洁[4]。日常生活中应注重劳

逸结合，有效规避过度劳累情况的出现，并应保证心情的舒

畅。给予患者相应指导，让其进行适当的运动，加强机体免

疫能力，以避免病菌乘虚而入，导致感染情况的出现。患者

也应定期到医院进行妇科检查，这样更为利于对病情复发早

期迹象的及时觉察，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实现对疾病复发

的有效预防。 

1.3  观察指标 

（1）焦虑抑郁情况。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

自评量表（SDS）评估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2）生活

质量。应用 SF-36 生活质量调查表评估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情况。（3）护理满意度。应用我院自制满意度调查问卷评估

两组患者对于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处理实验研究中的相关数据，

运用均数±标准差和%分别表示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运用

t 和 x2 针对实验研究数据进行检验。P＜0.05 表示存在明显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情况 

表一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分） 抑郁评分（分） 

观察组 40 32.50±2.10 33.66±2.42 

对照组 40 40.32±1.91 41.75±2.91 

t - 17.423 13.519 

P - ＜0.05 ＜0.05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 
表二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生理机能

（分） 
生理智能（分） 

躯体疼痛

（分） 

健康状况

（分） 
精力（分） 

社会功能

（分） 

情感职能

（分） 

精神健康

（分） 

观察组 40 89.16±9.63 87.13±10.10 88.45±9.11 88.46±8.95 92.30±7.41 90.01±9.26 89.45±8.55 92.51±7.90 

对照组 40 72.65±8.96 76.10±10.42 73.90±9.51 76.60±8.82 75.26±7.45 73.13±8.95 75.36±8.43 73.11±7.22 

t - 7.938 4.827 7.363 5.969 10.256 8.290 7.422 11.465 

P -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满意度情况 
表三 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满意度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40 25（62.5%） 14（35.0%） 1（2.5%） 39（97.5%） 

对照组 40 20（50.0%） 11（27.5%） 9（22.5%） 31（77.5%） 

x2 - - - - 7.314 

P - - - - ＜0.05 

3  讨论 

当前临床中针对慢性盆腔炎通常采用抗生素的综合治

疗方法，因为大部分患者针对疾病的认识相对不足，疾病治

疗期间未能予以充分的重视，加上患有妇科疾病，比较容易

导致患者出现各种负面情绪，从而导致患者疾病治疗的依从

性受到影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5]。因此，在患者疾病治

疗期间，应辅之以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以改善患者疾病的

治疗效果。 

针对慢性盆腔炎疾病治疗中过往所采用的常规护理措

施，更为关注的是对症护理，通常都是在患者出现相关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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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时予以护理，未能充分重视患者心理、精神层面的干预，

不能令患者的护理需求获取较好的满足。关于整体护理，其

是一种新型护理模式，具体护理措施的实施中，不单单关注

缓和病情的变化，同时也重视患者心理、精神、生活习惯等

众多方面会给患者疾病造成影响的因素[6]。针对慢性盆腔炎

患者采用整体护理干预措施，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并向患

者全面讲解疾病知识及其治疗中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等方

面内容，可以确保患者对于自身疾病具有更为充分的认识，

加强患者的安全性行为意识，加强患者的自我保健意识，使

其不良情绪状态得到一定的缓解，这样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疾

病治疗的依从性，积极配合医疗与护理工作的开展，从而获

取更为良好的疾病治疗效果。做好病房环境的护理工作，可

以保证身处一个比较舒适的治疗环境中，确保患者身体和心

理处在最佳的状态下，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患者的疼

痛感，加强患者的疾病治疗效果。对患者进行营养指导，可

以改善患者机体健康状况，加强机体免疫能力，这样更为利

于患者疾病的转归。加强用药指导，可以保证患者遵照医嘱

用药，这样可以使药物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实现对疾病的

有效控制，减轻患者疾病相关症状。对患者进行生活管理，

可以助力患者形成及哦啊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从而实

现对疾病复发的有效预防。 

本次研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采

用整体护理。研究结果显示，在焦虑抑郁评分、生活质量和

护理满意度情况上，观察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可见，将整体护理干预措施应用于慢性盆腔炎患者护理工作

的开展中，可以明显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加强患者的生活

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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