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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水县健康教育干预对妇女健康（卫生）保健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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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健康教育干预妇科疾病保健工作，预防各种妇科疾病的发生。方法 选择对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12 月期间来门诊体检、就诊的妇女 200 例为对象，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 100 例妇女为健康教育干预组，

另 100 例就诊妇女为对照组，对两组妇女分别干预后的妇科疾病保健知识掌握情况、妇科疾病发病率和保健知识

评分比较。结果 在掌握妇科疾病保健知识方面，健康教育干预组的各项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在健康知

识掌握优良率上，对照组评分低于干预组，P＜0.05；干预 1 年后妇科疾病发生率对比，干预组的发病率显著低于

对照组，P＜0.05。结论 预防保健健康知识进行干预，可提高妇女自我保健意识，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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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erfere with the health care of gynecological diseases through health education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various gynecological diseases. Methods: 200 women who came from December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targeted at the outpatient medical examination and clinic. 100 women were used in a random 
grouping to intervene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other 100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The two 
groups of women's intervention in the gynecological diseases and health knowledge,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 of 
gynecological diseases and the score of health knowledge. Results: In terms of mastering the health knowledge of 
gynecological diseases, the various scores of the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group a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in terms of the excellent rate of health knowledge, the control group score is lower tha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P 
<0.05; intervention 1; After the year, the incidence of gynecological diseases was compared, and the incidence of 
intervention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Affairs of preventing health and 
health knowledge can improve women's self -care awareness and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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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

视起自我保健，通过保健知识的掌握，让一些疾病远

离自己，保持健康良好的身体[1]。而健康教育的实施，

会为大众提供良好的自我保健机会，将一些和疾病有

关的知识传递给个人或者是患者，使她们会形成正确

的健康意识，在短期时间内掌握较多的卫生保健知识、

疾病保健知识[2-3]。为了了解惠水县妇女健康保健知识

和妇科疾病情况，本研究选择了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2 月期间来门诊体检、就诊的妇女 200 例为调查对象，

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干预对象 
本研究选择 2020 年 12-2021 年 12 月期间就诊我

院的 200 名妇女为对象，采取随机方法分二组，每组

100 例妇女，一组为健康教育干预组，另一组为对照组。

在干预组当中，初中学历的有 18 例、高中学历的有 44
例、本科以上学历的有 38 例，年龄在 22-58 岁之间，

平均为（42.25±8.12）岁；对照组中，初中学历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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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例、高中学历的有 45 例、本科以上学历的有 38 例，

年龄在 21 岁-57 岁之间，平均为（42.30±8.10）岁。

两组学历、年龄结构相近。选择对象标准：①拥有正

常的语言沟通能力；1 年随访。排除标准：①患有严重

妇科疾病；传染性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 
1.2 方法 
健康教育干预组，采取集中和个体化健康教育方

式：第一，确定好实施健康教育干预的时间，通常会

设定在 1 个月，提前完成健康教育计划的制定。第二，

要为妇女们制作保健手册，并将手册方法给小组的每

一名妇女自主学习。第三，按照教育健康干预的实施

计划，邀请有关专家进行讲座，在知识讲座中讲解避

孕方法、节育方法和避孕药物的合理选择，让众多女

性形成较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并在知识讲解环节中设

立疑问解答板块，通过趣味化的活动吸引到妇女，让

她们的困扰被轻松解决。第四，展开妇女保健知识健

康教育。部分女性认为自己已经患上了妇科疾病，即

便医生说此种疾病并不严重，放松心情、保持卫生就

可痊愈，但是她们仍然忧心忡忡，害怕治愈后的再次

复发，这反而会影响到疾病的治疗。对此，要针对此

种情况展开心理疏导，引导妇女放松心态，通过良好

习惯的养成，让各种妇科病远离自己。第五，说明妇

科检查的重要价值，并引导女性定期查看妇科，知晓

每个检查项目的注意事项，使她们的妇科疾病认知水

平和自我保健意识明显增高。 
对照组，采取就诊时门诊一般健康教育，平时不

开展任何形式的健康干预，不发宣传资料。 
1.3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观察两组妇女的保健意识，采用医院自制的调查

问卷，问卷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主观保健意识、日

常行为和健康常识水平，每项得分在 10 分，分数越高，

便是妇女的保健意识越强；观察两组的妇科疾病保健

知识掌握情况，根据情况分成优、良、差，对优良率

进行对比；通过 1 年的干预和随访，比较两组妇女常

见妇科疾病患病率，包括阴道炎、宫颈糜烂、乳腺增

生、子宫肌瘤。 
1.4 统计和分析 
把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当作数据处理的主要工

具，分析处理资料，计数资料用％表示，计量资料用

（ x s± ）表示，检验分别采用 χ2 和 t 检验，有统计学

差异时，P＜0.05。 
2 结果 
2.1 妇女保健意识评分两组比较 

干预组的日常行为评分为（6.50±3.75）、健康常

识水平评分为（7.45±2.65）、主观保健意识评分为（8.11
±2.00）分，对照组日常行为评分为（5.25±3.12）、

健康常识评分为（4.24±3.11）、主观保健意识评分为

（5.46±1.97），经两组比较得知 t 值依次为 2.5624、
7.8438、9.4397，P 值为 0.0111、0.0000、0.0000，干预

组的日常行为、常识水平、主观保健意识评分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中的患者，P＜0.05。 
2.2 妇女疾病保健知识掌握优良情况 
干预组的 100 例对象，经健康教育后，疾病保健

知识掌握优的有 65 例、良有 32 例，差有 3 例，健康

知识掌握优良率为 97％，而对照组中的 100 例患者，1
年后，疾病保健知识掌握优的有 40 例、良有 35 例、

差有 25 例，疾病保健知识掌握优良率为 75％，两组比

较 χ2 值为 20.0997，P 值为 0.0000，两组比较有统计学

意义。 
2.3 妇科疾病发病率 
从两组对象 1 年情况来看，干预组中出现子宫肌

瘤的有 2 例、宫颈糜烂的有 2 例、阴道炎的有 1 例、

乳腺增生的有 4 例，疾病发病率依次为 2％、2％、1％、

4％，总妇科疾病发病率为 9％，而对照组中的对象，

一年过后，出现子宫肌瘤的有 8 例、宫颈糜烂的有 6
例、阴道炎的有 7 例、乳腺增生的有 7 例，疾病发病

率依次为 8％、6％、7％、7％，总妇科疾病发病率为

28％，组间比较总妇科疾病发生率 χ2 值为 11.9715，P
值为 0.0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对女性来讲妇科疾病是长期威胁着她们身心健康

的因素，而伴随我国医疗水平的增高，让妇科疾病也

受到了广泛关注，妇科保健工作的落实也成为首要任

务[4]。绝大多数的妇女通过医疗保健机构的疾病宣传，

或者是自主了解妇科疾病保健知识，会形成一定的自

主保健意识，注重定期体检，也形成一个较好的生活

习惯，这也直接降低了妇科疾病的发生概率[5]。常见的

妇科疾病有子宫肌瘤、阴道炎、宫颈糜烂、乳腺增生

等，这些疾病虽然危害性不大，但是患病后也会困扰

到女性，长期不治疗也容易发生成严重的妇科疾病。

为降低妇科疾病的发生率，可尝试采用妇女保健健康

教育，此种健康教育形式，会助力于妇女保健工作的

开展。 
在本次的研究当中，干预组妇女接受了健康教育

干预后，她们的主观保健意识、常识水平和日常行为

得分均优于接受常规健康教育的对照组，P＜0.05；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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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知识掌握优良率比较上，干预后的干预组评分也

要优于对照组，P＜0.05；经过 1 年后的随访得知，干

预组的妇科疾病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上

述研究结果均说明妇女保健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不

仅会增强女性的自我保健意识，也会规范她们的日常

行为，定期去到医院检查身体。另外，在实施健康教

育干预时，应注重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做好对

妇女的隐私保护，强化心理干预，让她们配合自己的

教育工作。第二，对于哺乳期和妊娠期的妇女，可讲

述一些育儿知识，使她们的自我照顾能力提高。第三，

要解决妇女普遍担忧和感受困惑的问题，让她们走出

疾病知识的误区，通过正确的疾病相关知识预防妇科

病。 
综上所述，在妇女保健工作中，采用多形式健康

教育，会提高保健质量，让妇女们了解更多的疾病预

防知识，值得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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