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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地尼联合奥硝唑治疗盆腔炎临床效果分析 

周 灵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成都 

【摘要】目的 分析头孢地尼联合奥硝唑治疗盆腔炎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21 年 5 月－2022 年 5 月在

我院治疗的 70 例盆腔炎患者，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即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 35 例，对照组应用于奥硝

唑进行治疗，研究组联合头孢地尼治疗，对比两组患者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研究组总有效率

为 97.14%，高于对照组 80.00%；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86%，低于对照组 22.86%，两组数据结果存在

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盆腔炎患者应用头孢地尼联合奥硝唑治疗，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可有效提高治

疗效果，降低不良反应发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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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efdinir combined with ornidazole in the treatment of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Methods 70 patients with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1 to may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3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nidazole,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efdinir.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97.14%,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0.00%);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2.86%, lower than 22.86%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efdinir combined with ornidazole in 
the treatment of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has achieved ideal results,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have high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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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炎是一种常见妇科疾病，该病的主要发病机

制为子宫输、卵管内细菌逆行感染所致，导致患者出

现阴道分泌物异常、白带增加、腹痛、月经不调等相

关症状。急性盆腔炎患者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或治

疗措施不当，极易发展为慢性盆腔炎，对女性的身体

健康与生育功能都有着很大的影响[1-8]。奥硝唑是临

床上治疗细菌感染的一线药物，但是随着在临床上的

广泛应用，相关数据报道显，单纯应用奥硝唑治疗，

其抗菌效果比较狭窄，患者极易出现耐药性，因此，

在保障患者治疗安全的前提下，应积极寻找一种有效

的联合用药方式，帮助患者改善临床症状[9-12]。为此，

本文中针对头孢地尼联合奥硝唑的治疗效果展开进

一步研究，现有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5 月－2022 年 5 月在我院治疗的 70

例盆腔炎患者，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即为研究组与对

照组，每组 35 例，研究组平均年龄（40.81±5.64）
岁，平均病程（3.25±0.38）年；对照组平均年龄（40.14
±5.91）岁，平均病程（3.58±0.47）年。一般资料

对比，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超短波物理干预、全身营养支持

等对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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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患者应用奥硝唑进行治疗，药物口服方式

为：1 片/次，2 次/d。 
研究组患者在上述基础上联合应用头孢地尼进

行治疗，药物口服方式为：1 片/次，3 次/d。两组患

者均接受 10d 的临床治疗。 
1.3 观察指标 
（1）临床疗效评价标准：患者临床症状消失，

妇科检查结果正常即为显效；患者临床症状明显好

转，妇科检查指标有所改善为显效；患者临床症状与

妇科检查结果无改善或加重为无效。总有效率=（显

效+有效）/总例数*100%。 
（2）不良反应：包括头痛、腹泻、皮疹，总发

生率=发生例数/总例数*100%。 
1.4 数据分析 
本文选用 SPSS24.0 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进行 χ2

检验，计量进行 t 检验，p＜0.05，两组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临床疗效 
研究组总有效率为 97.14%，对照组为 80.00%，

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对比不良反应 
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86%，对照组为

22.86，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1 对比临床疗效（n/%；例） 

组别（n=35）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23（65.71） 11（31.43） 1（2.86） 34（97.14） 

对照组 13（37.14） 15（42.86） 7（20.00） 28（80.00） 

χ2 - - - 5.081 

P - - - 0.024 

表 2 对比不良反应（n/%；例） 

组别（n=35） 头痛 腹泻 皮疹 总发生率 

研究组 1（2.86） 0（0.00） 0（0.00） 1（2.86） 

对照组 3（8.57） 2（5.71） 2（5.71） 8（22.86） 

χ2 - - - 5.081 

P - - - 0.024 

 
3 讨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的生

活水平、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盆腔炎的发

病率随之也逐渐提高。盆腔炎主要是指女性生殖系统

与及其周围结缔组织发生一种炎性病变，经常发生在

久坐、缺少运动的女性当中。临床上导致盆腔炎的发

生发病机制有很多，其中包括不良性生活、炎症蔓延、

宫腔手术刺激等联，患病疾病发生之后，患者会出现

下腹部疼痛、白带增加等相关症状，同时，也是导致

女性不孕的主要因素之一[13-18]。在生活上应指导患者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个人卫生，积极预防盆腔

炎的发生，一旦出现异常症状后，应该及时到医院进

行检查、治疗，避免错过疾病治疗的最佳时机。如果

患者没有及时接受治疗，急性盆腔炎患者可能会出现

慢性腹膜炎、败血症等严重疾病，慢性盆腔炎患者则

会反复发作，对其正常生活质量有着很大的影响。继

而影响到患者的身心健康[19]。 
在既往的研究中，临床上对于盆腔炎主要是应用

抗生素进行治疗，杀灭厌氧细菌，最终达到控制病情

的效果。奥硝唑是临床上经常应用的第三代硝基咪唑

类衍生物，可以有效对抗厌氧菌活性，杀灭细菌，创

造无氧环境，将微生物分子中的硝基转换为氨基，继

而阻滞细菌 DNA 的复制，是临床上治疗盆腔炎的首

选药物，但是单纯应用药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治疗

后患者疾病极易反复发作，也极易穿多种不良反应，

增加了患者的痛苦程度[5]。在本文研究报道中显示，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较高，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低，

与对照组相比（P＜0.05）。提示应用头孢地尼联合

奥硝唑治疗盆腔炎效果更为突出。头孢地尼属于第三

代头孢药物，是临床上经常应用的广谱抗菌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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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治疗主要用来治疗多种感染性疾病，如链球

菌、葡萄球菌等，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尤其是针对

葡萄球菌感染患者而言，具有比较好的抗菌活性，因

为盆腔炎患者主要病原菌为葡萄球菌，所以，应用头

孢地尼具有比较好的针对性，同时，头孢地尼的毒副

作用比较小，患者不易出现过敏反应，具有较高的安

全性，所以，在用药后可以有效保障患者的身体健康
[20,21]。 

综上所述，盆腔炎患者应用头孢地尼联合奥硝唑

治疗，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可有效提高治疗效果，降

低不良反应发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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