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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心理护理在月经不调女性康复中的效果 

胡顺梅，陈美华，曹登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新疆  乌鲁木齐 

【摘要】目的 探究心理护理在月经不调女性康复中的临床效果和使用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月经不调

患者 72 例，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36 例，使用常规护理）和观察组（36 例，使用心理护理）。对

两组的护理效果进行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后均取得一定效果，但观察组在采用心理护理后，其心理

状态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康复效果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月经不调患者康

复过程中，采用心理护理能取得较佳的效果，可有效改善其心理状态，提升其生活质量，促进其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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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women with irregular menstruation. Methods 72 patients with irregular menstruat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36 cases, using routine nursing) and observation group (36 cases, us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have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after receiving nursing care, but the observation group's psychological status scor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rehabilitation effect after us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a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rehabilitation process of patients with irregular menstruat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n achieve better result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us,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promote their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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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不调又称为月经失调，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症

状。主要表现有月经周期异常、经量异常、痛经（在

经期前后或月经期间出现下腹疼痛、坠胀，伴腰酸或

其他不适，程度严重的可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不

规则出血（出血全无规律性，可在非正常月经期有出

血表现，月经周期可能过长或过短，经量也可能过多

或过少等）、闭经等。其对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

影响，还可能引发患者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1,2]。因

此，需对月经不调患者采取有效护理措施。本文研究

了对其使用心理护理的临床效果，具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我院于 2021.120-2022.12 月 1 年内收治的月

经不调患者 72 例。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

组（36 例，年龄 25.31±3.26 岁，病程 2.26±0.85 年）

和观察组（36 例，年龄 25.47±3.19 岁，病程 2.66±0.75
年）。两组均符合月经不调诊断标准，且知晓本次研

究内容并已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存在精神障碍者；

存在肝肾功能障碍者；存在生殖器官病变者；依从性

较差者。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包括用药指导、随访护理

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心理护理，主要包括： 
（1）减少戒备心理 
第一，护理人员与患者进行第一次会面时，应做

到语言、态度、举止、穿着的得体，并结合人文关怀

理念，为其留下温暖、舒适、和蔼的亲切印象，奠定

与其建立信任、和谐关系的基础；第二，护理人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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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方面为患者考虑，时刻关注其各项指标数据，使

其感受到重视、关注的感觉，以此增加其信任感；第

三，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应态度和缓，通过扎实

的理论知识与操作水平，逐渐减少患者戒备心理，使

其主动配合治疗与护理工作。 
（2）改善患者心理认知 
护理人员根据患者 SAS、SDS 量表，了解其真实

心理状态。在对其心理认知纠正时应保持微笑与耐心，

以免加深其负面情绪。多次与其进行沟通，准确的引

导其认识到自身错误的心理认知，并向其解释错误之

处。通过容易理解的方式使其有所认识并接受如何纠

正，提升正面情绪的建立。 
（3）情绪管理干预 
首先护理人员应与患者进行多次沟通，耐心、认

真倾听其表达，且鼓励其积极勇敢的表达过往经历与

内心感受。其次，对患者采用合理有效的心理疏导方

法，使其负面情绪能通过有效途径得到宣泄，从而达

到改善其心理状态的目的。在此过程中，护理人员应

采取舒缓和蔼的态度与其沟通，让其感受到被重视、

被尊重。 
（4）心理暗示法 
为了消除患者的紧张、恐惧和恐惧，应使用心理

建议来引导患者增加勇气和信心，并建议患者在肿瘤

切除后可以过上健康的生活。他应该勇敢、坚强、自

信。在手术治疗过程中，他应该想象一些美好的形象，

回忆美好的过去，鼓励自己，克服心理障碍，并暗示

自己的美好生活就在眼前。 
（5）减压干预 
患者闭上双眼处仰卧位，护理人员为其播放轻柔

舒缓的音乐，引导其随音乐一起感受身体的每个部位，

从头至脚逐渐感受，过程持续 10min；护理人员教会其

正念内省、正念冥想、正念呼吸等减压方法，让其静

下心并缓慢坐下，感受鼻腔中空气的流动。并对其缓

缓讲述对负面情绪的出现，勿产生不必要的压力，应

任其产生并自我消失，让其认真感知这一过程。做到

对负面情绪的忽视，将注意力集中在腹部气息上，过

程持续 10min；护理人员教会其正念瑜伽法，感受自身

呼吸节奏以及感觉的放松，同时对自身产生的心理问

题、负面情绪进行自我辨识，过程持续 10min。通过以

上几种减压方法，能有效缓解患者负面情绪，改善其

心理状态。（6）家属配合心理护理 
护理人员开展工作时，患者并不一定能积极配合，

因此家属的配合也尤为重要。与家属沟通并了解其抑

郁心理原因、可能出现的症状以及过往不愉快经历，

有助于制定心理护理方案以及展开护理工作。并使其

正确认识患者的病症，指导其掌握一定的心理护理知

识。在家属与患者日常生活中，可有意识的运用心理

护理知识进行沟通，能够让患者感受到温暖，减少其

负面情绪的出现。 
（7）通过睡眠改善心理问题 
月经不调患者常出现焦虑、消沉等负面情绪，导

致其睡眠质量低下，从而又加重其负面心理状态与病

症。因此，为其建立舒适易入睡的睡眠环境，对其心

理状态的改善极其重要。保证其床位的干净整洁，可

播放舒缓音乐，建立安心舒适的睡眠环境，有助于其

维持正常睡眠；在睡前为其讲述一些感兴趣的故事、

要闻等，有助于其集中注意力，尽快进入睡眠。 
1.3 观察指标 
采用 SDS（抑郁自评量表）、SAS（焦虑自评量

表）对两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其中 SDS 量表标准分

的分界值为 53 分，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

度抑郁，73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SAS 量表标准分的分

界值为 50 分，其中 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

中度焦虑，70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采用 WHOQOL 
-BREF 量表（生活质量表）对两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

主要包括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环境功能，

各项总分均为 100 分，评分越高，生存质量越好；对

两组康复效果进行对比，包括治愈：患者临床症状完

全消失，且月经恢复正常；有效：患者临床症状基本

消失，且持续 2 个月经周期无异常出现；显效：患者

临床症状部分消失，且持续 1 个月经周期无异常出现；

无效：患者临床症状无改善，甚至有所加重。有效率=
（治愈+有效+显效）/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软件分析，使用 t 和“ ”表

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 t 检验；使用“n，%”

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观察组心理状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2.2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中生理功能评分为（84.91 

±2.56）分、心理功能评分为（85.78±3.38）分、社会

功能评分为（ 84.92±3.19）分、环境功能评分为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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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1±3.27）分；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中生理功能评

分为（73.58±3.58）分、心理功能评分为（73.26±3.55）
分、社会功能评分为（73.77±3.54）分、环境功能评分

为（74.26±3.33）分。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5.446，P=0.001；
t=15.325，P=0.001；t=14.039，P=0.001；t=12.334，
P=0.001）。 

表 1 两组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分） 

组别 例数 SDS SAS 

观察组 36 47.29±2.26 45.58±2.16 

对照组 36 53.81±2.41 51.16±2.37 

t - 11.841 10.441 

P - 0.001 0.001 

 
2.3 两组康复效果对比 
观察组康复效果中治愈 10 例、有效 18 例、显效 6

例、无效 2 例，有效率为 34（94.44%）；对照组康复

效果中治愈 9 例、有效 14 例、显效 5 例、无效 8 例，

有效率为 28（77.78%）。观察组康复效果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181，P=0.041）。 
3 讨论 
多种因素均可引起月经不调，主要包括内分泌紊

乱、生殖器官器质性病变、全身疾病以及精神因素。

此外，寒冷刺激、不规律饮食、过度劳累、吸烟饮酒

等，可也导致月经不调。其中突然或长期精神压抑、

紧张、忧虑、情感变化或心理创伤等，都可能会影响

下丘脑、垂体等部位功能出现异常，导致痛经、闭经

等月经异常表现[3,4]。因此，在月经不调患者治疗期间

应采取有效护理措施。 
一般来说，一个健康者在进入患者角色后，往往

由于病症的折磨、医院诊疗环境的陌生、新的人际关

系的出现等，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特有的心理活动[5]。心

理护理的任务就是根据患者的心理活动规律和反应特

点，并针对其心理活动，采取一系列良好的心理护理

措施，去影响其感受和认识，改变其心理状态和行为，

帮助其适应新的人际关系以及医疗环境，尽可能为其

创造有益于治疗和康复的最佳心理状态、使其早日恢

复健康[6,7]。其主要目的是解除患者对疾病的紧张、焦

虑、悲观、抑郁等情绪，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正确

及时的健康教育，使其尽早适应新的角色及住院环境；

帮助其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医患关系，以适应

新的社会环境[8,9]。在本研究中，通过对月经不调患者

采用心理护理，观察组心理状态评分、生活质量评分、

康复效果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说明其可有效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升其生活

质量，促进其康复。在邱丽丽[10]的研究中也表明，应

用心理护理于月经不调患者中，能有效减少其负面情

绪，促进其早日康复。与本研究结果相符，说明心理

护理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值得推广。 
综上所述，对月经不调患者采用心理护理，可有

效改善其心理状态，提升其生活质量，促进其康复。

有较高使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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