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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模式用于盆腔炎患者护理中的效果分析 

黄亚琴 

张家港市大新镇人民医院  江苏张家港 

【摘要】目的 整体护理模式用于盆腔炎患者护理中的效果。方法 70 名患盆腔炎病人设为本次统计对

象，统计时间为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5 月，以“平行对照分组法”分出常规组、实验组各 35 名。给予常

规组常规护理干预，给予实验组整体护理干预，后对比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抑郁焦虑评分、健康行为评分、

护理效果。结果 相较常规组，实验组生活质量评分、健康行为评分、护理效果更高，P＜0.05。相较常规组，

实验组抑郁焦虑评分更低，P＜0.05。结论 盆腔炎病人接受整体护理有利于促进康复，加强护理效果，建议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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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holistic nursing model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pelvic inflammation 

Yaqin Huang 

People's Hospital of Daxin Town, Zhangjiagang, Jiangsu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holistic nursing model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pelvic 
inflammation. Methods: 70 patients with pelvic inflammat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statistical objects. The statistical 
time was from May 2021 to may 2022. 35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35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parallel control grouping method". The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given to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overall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given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that,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core, health behavior score and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health behavior score and nursing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P<0.05).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score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P<0.05). Conclusion: the holistic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pelvic inflammation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recovery and strengthen the nurs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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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炎（PID）是指女性盆腔生殖器官以及周围

的结缔组织发生炎症时的症状主要包括输卵管卵巢

炎、子宫炎以及盆腔腹膜炎等，是女性的常见疾病。

盆腔炎分为急性盆腔炎和慢性盆腔炎两类，前者特

点为病情重、起病急，下腹出现剧烈疼痛。而后者

病程长、起病慢，全身症状相对不明显存在疲乏感

或伴随低热反应，下腹呈坠腰痛，子宫检查多呈后

位活动受限。从医学资料统计显示，慢性盆腔炎的

发病率明显更高，是困扰女性日常生活、降低生活

质量的常见疾病[1-2]。患者内生殖器、盆腔腹膜等位

置发生慢性炎症，或急性盆腔炎未彻底治疗会形成

慢性盆腔炎，日常体征可见腰腹疼痛、白带增多、

月经紊乱，如果未能及时治疗可能会造成不孕。通

过治疗可以有效改善盆腔炎症，但此病呈迁延性，

易反复发作，会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对此有资料

表示，为盆腔炎患者及时开展护理干预除了能够稳

定身心状态外，还能促使其积极配合治疗，对促进

其康复、改善病情有好处。在此条件下，整体护理

方案能够满足盆腔炎患者预后护理要求，除了提供

优质服务指导外，整体护理内容具有系统性、全面

性优势，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患者病情转归[3-4]。基于

此，本研究旨在分析整体护理应用于盆腔炎病人护

理中的实际作用，详情可见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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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 
择选实验对象共计 70 例经筛查已经确诊为盆

腔炎病人，设定统计时间 2021.05-2022.05。以“平

行对照分组法”将其平均分为两组，即为常规组、

实验组各 35 名。所有对象除基本治疗仪干预外，两

组执行不同护理方案。患者提前了解治疗中可能存

有的不良反应或收益，可控制终止率。 
常规组：对象年龄范围 26-54 岁、年龄均值（35. 

60±3.51）岁；体重值范围 50-73kg、平均体重值（62. 
52±2.64）kg；病程范围 0.4-8.0 年、平均病程（3.55
±1.20）年；婚姻状态：已婚 20 例、未婚 15 例。 

实验组：对象年龄范围 25-53 岁、年龄均值（35. 
02±3.58）岁；体重值范围 49-75kg、平均体重值（61. 
54±3.00）kg；病程范围 0.3-8.1 年、平均病程（3.60
±1.17）年；婚姻状态：已婚 19 例、未婚 16 例。

两组基本资料 P＞0.05 可比对。 
纳入标准：①患者、家属对统计目标知情了解；

②患者病况符合《盆腔炎症性疾病诊治规范（2019
修订版）》；③资料统计已通过伦理委员会批准；④

患者整体配合性较高，可遵医嘱完成治疗；⑤患者未

处于妊娠期、哺乳期。 
排除标准：①患者存在精神疾病或感知障碍症

状；②治疗护理中情绪抵抗严重；③若静脉输液用药

则血管条件极差者；④合并肝脏、心脏等器质性功能

病变症状；⑤患有恶性肿瘤疾病；⑥神经功能、代谢

功能紊乱；⑦生存周期＜24 个月。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使用盆腔炎治疗仪进行治疗，仪器

型号为 GB-80 产地为武汉。在治疗前患者应在护理

人员帮助下取平卧位，处理探头保证无菌后将其置

于患者阴道内，叮嘱患者并拢双腿。检查时医生会

根据患者的个人病情调整电压强度，以感到腹部微

热舒适为宜，每次治疗半小时，每天一次，共计治

疗三个疗程（每疗程为十天）注意在月经期需停止

治疗。 
常规组：开展常规护理干预。遵医嘱为患者规

范用药，在患者入院时进行口头宣教，讲解盆腔炎

的发病机制和治疗关键。每日观测患者病情变化，

并给予基础饮食方案制定和心理护理。 
实验组：开展整体护理干预。第一，进行健康

行为测评。在患者入院当天，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

的个人行为习惯、作息节奏以及健康行为进行基本

测评，评估个人具体健康性。根据测试结果，护理

人员需按照自身的工作经验为患者制定详尽的护理

计划，分析患者因日常行为导致慢性盆腔炎发作的

主要诱因。由科室内的护理人员和责任护士为患者

制定护理方案，确定方向后细化护理工作的具体内

容，制定和使用健康行为调查表观察患者的健康行

为纠正程度。第二，开展健康教育。评估不同患者

的个人文化程度以及理解能力，在对其进行健康宣

教时需要调整语言的表达方式，来增加患者对语言

的理解力。通过判断患者实际病情后施针对性健康

宣教，尽量避免选择专业名词或过于专业的语序方

式向患者讲解疾病治疗方法，简单讲解疾病诱因、

治疗注意事项，让其明白配合临床治疗和护理干预

的重要性。加强患者对个人健康的重视程度，并纠

正其对于临床治疗的错误认知。提醒患者和家属保

持个人卫生、拥有良好的作息和卫生习惯对于今后

预防盆腔炎复发的重要性，告知患者严禁经期性生

活以免造成感染。注意非经期的外阴部清洁，关注

自身腰痛或白带增多的情况，若发现有明显不适感

和异常，需要及时复诊。护理人员需要和患者家属

建立有效沟通，争取其信任从而获得支持，有利于

临床工作的顺利推行。第三，予以卫生指导。告知

患者清洗会阴时需要专人专盆，且建议使用温清水

清洗。尽量选择棉质内衣，不仅宽松而且透气能够

避免细菌滋生，坚持每日换洗，使用专门的杀菌清

洗液清洗内衣可以防止细菌滋生，保证内衣清洁杀

菌有效。放置阳光下暴晒，借用紫外线进一步杀菌。

第四，加强运动干预。建议患者多参与有氧运动，

不仅能够提高机体抵抗力，也能促进血液循环让身

体更加健康，例如游泳、做体操、打太极、慢跑等。

第五，计划盆底功能锻炼指导。教会患者如何进行

缩肛训练，同时收缩外阴和肛周每次坚持十秒，然

后缓缓放松持续四秒，每次锻炼 15 分钟，每天 3~4
次为宜。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抑郁焦虑和健康行为

评分、护理效果。 
1.4 统计 
本统计项目数值计算于 SPSS22.0 软件中分析，

计数和计量内容以卡方和（ sx ± ）为准做统计分析，

通过 T、ꭓ2 值检验所示，结果对比 p<0.05 表示数据

分析有差异性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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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生活质量评分 
表 1 中，实验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P＜0.05. 
2.2 抑郁焦虑和健康行为评分 
常规组：焦虑（18.70±2.88）分、抑郁（14.20

±3.05）分、健康行为（30.14±4.22）分；实验组：

焦虑（6.70±2.01）分、抑郁（7.05±4.11）分、健

康行为（40.55±3.34）分。可见实验组抑郁焦虑更

低，健康行为评分更高，对比 T=20.214、8.265、
11.443，P＜0.05。 

2.3 护理效果 
常规组：有效 13 例、显效 15 例、无效 7 例，

总有效率 80.00%。实验组：有效 14 例、显效 20 例、

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7.14%。可见实验组护理效果

更高，对比ꭓ2=5.080，P＜0.05。 

表 1 生活质量评分对比表（ sx ± ，分） 

组别 例数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社会功能 

常规组 35 18.66±1.16 20.55±1.29 20.14±1.30 

实验组 35 29.05±1.00 29.34±1.21 25.36±0.54 

T  40.135 29.402 21.938 

P  ＜0.05 

 
3 讨论 
近些年盆腔炎病人数与日俱增，作为女性的常

见疾病之一该疾病分为急性疾病和慢性疾病两种类

型，其中慢性盆腔炎则是女性生殖器以及周围结缔

组织盆腔腹膜产生的慢性病症，此病的发生多为急

性盆腔炎未能根治而形成的病程较长的慢性炎症。

若未能及时接受治疗，不仅病情会反复发作，而且

呈迁徙难愈性特征，严重会导致不孕。针对盆腔炎，

临床目前采用治疗仪虽能有效改善症状，但因慢性

炎症造成的腹酸胀痛表现因长期存在可能会导致病

情加重，会严重影响女性的健康，所以治疗的同时

需配合有效护理干预，巩固疗效，维护患者身心健

康。相较于传统护理工作，整体护理更具有服务全

面性，属于新型的具有综合性优势的护理工作模式
[5-6]。基于此护理原则，护理人员除了会关注患者自

身病情发展，还注重在护理落实中关注患者个人心

理、行为、环境等诸多因素对病情的影响，制定针

对性护理措施。整体护理下患者的临床治疗舒适度

明显提升，通过心理指导与安抚，使患者的负面情

绪有明显控制不会由此影响病情复发。而健康教育

与卫生指导等工作能进一步加强患者的自我护理意

识，从而在今后的长期预防疾病工作中积极配合并

做好自我管理[7-8]。 
结果可见，实验组生活质量评分、健康行为评

分、护理效果高于常规组；实验组抑郁焦虑评分低

于常规组，P＜0.05。 
综上所述，整体护理模式用于盆腔炎患者护理

中的效果理想，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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