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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本研究为了进一步探讨真菌性阴道炎实施护理干

预的效果，对我院于2014年8月到2015年8月期间收治

的12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常规

护理与综合护理的临床疗效，差异显著。现总结报道

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收治的120例真菌性阴

道炎患者的临床资料为纳入对象，所有患者都为女

性，符合《妇产科学》中关于真菌性阴道炎的诊断标

准，且经临床病理与实验室检查等证实，均有不同程

度的外阴瘙痒、白带增多、尿频尿痛等临床症状
[1]
。

年龄21～47岁，平均(32.6±4.5)岁；病程7～60d，

平均(25.2±3.9)d。按照不同护理方法将120例患者

分成常规护理组与综合护理组各60例，比较两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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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Fungal Vagin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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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fungal vaginitis.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fungal 

vaginitis were selected, and 6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routine nursing group and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0.0% in the general nursing group and 98.3% in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routine nursing group was 91.7%,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group was 100%,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group was 13.3%,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group was 5.0%,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nursing of fungal vaginitis, and it is worthy to be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clin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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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病程、临床症状等一般资料，差异不明显，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2]
。

　　1.2 方法  常规护理组：实施常规的知识宣教、

饮食指导、用药指导等护理。

　　综合护理组：在常规护理组的基础上，另实施①

健康教育：建立宣传栏，发放健康宣传手册，普及真

菌性阴道炎的相关知识
[3]
；②卫生护理：指导患者养

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内裤选择通透性较好的棉质

材料，每天洗澡，勤换内裤，单独清洗，洗清前先用

开水浸泡半小时以杀菌
[4]
；③心理疏导：分析患者的

心理特点，耐心回答患者的疑问，以消除其紧张、忧

虑等不良情绪
[5]
；④运动锻炼：嘱咐并指导患者每天

进行适量的运动锻炼，以增强机体免疫力，促进疾病

快速恢复
[6]
；⑤电话随访：收集并记录患者的联系方

式，出院后进行电话随访，同时督促患者按时用药，

提醒患者定期到院复查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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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观察指标  (1)比较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干预

后的临床疗效；(2)采取问卷调查方式评价患者对护

理服务的满意情况，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一般、不

满意四个等级，满分为10分，总分越高表明满意度越

好
[8]
；(3)比较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真菌性阴道

炎的复发情况。

　　1.4 疗效判定标准  痊愈：临床症状完全消失，

炎症彻底治愈，阴道分泌物检查呈阴性；显效：临床

症状基本消失，炎症基本治愈，阴道分泌物检查呈阴

性；有效：临床症状有所改善，炎症未彻底治愈，阴

道分泌物检查显示有少量白色念珠菌孢子或假菌丝；

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炎症未治愈或加重，阴道分

泌物检查结果较前无变化
[9]
。总有效率=痊愈率+显效

率+有效率。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PS11.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2
检

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0]

。

　　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  常规护理组治愈16例，显效23

例，有效15例，无效6例，总有效为90.0%；综合护理

组治愈25例，显效29例，有效5例，无效1例，总有

效率为98.3%；比较两组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2.2 满意情况  常规护理组满意10例，基本满

意33例，一般12例，不满意5例，满意度为91.7%；

综合护理组满意15例，基本满意37例，一般8例，满

意度为100%；比较两组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3 复发情况  常规护理组复发8例，未复发52

例，复发率为13.3%；综合护理组复发3例，未复发57

例，复发率为5.0%；比较两组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3。

　　3  讨   论

　　临床护理经验表明，护理干预对真菌性阴道炎的

治疗有一定的帮助，能够提升临床疗效，降低并发

率，因而被广泛应用。本研究为了进一步探讨真菌性

阴道炎实施护理干预的效果，对两组患者分别实施常

规护理与综合护理，结果显示，综合护理组的总有效

率与满意度均高于常规护理组；综合护理组的复发率

低于常规护理组。由此表明，综合护理干预在真菌性

阴道炎护理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在临床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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