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9 月第 35 期

Women's Health 《健康女性》 · 183 ·

Women's Health 《健康女性》临床护理

多囊卵巢综合征 (PCOS) 患者护理中采用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
的应用效果观察

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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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护理中采用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的应用效果。方法：在 2021年 9
月 ~2022年 9月期间收治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选取 82例分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研究组采用心理护理与健
康教育，记录并对比患者护理效果。结果：研究组护理后更为了解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一疾病；研究组护理后负性心理评
分更低；研究组护理依从性更高；研究组护理后的临床指标改善幅度更大；研究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P<0.05）。
结论：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可以帮助护士有效实现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指导，其对于患者身心健康的改善具有良
好的辅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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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大女性而言，作为生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卵巢对其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一旦卵巢受到疾病的袭扰，
则会对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比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在日常生
活中，多囊卵巢综合征是女性比较常见的一个妇科疾病，这
一点对于广大女性朋友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威胁
[1]。总的来看，该病属于生殖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在临床过
程中，该病以患者雄激素过高作为临床表现。由于受到该病
影响，患者可出现多毛、月经异常、不孕、痤疮等一系列问
题，从而不利于女性身心健康的持续优化与充分保障 [2]。在
临床过程中，多数女性对于该病的知识缺乏足够了解，这一
点导致很多女性在面对疾病时束手无策，不利于护理工作的
有序推进和落实。为了合理实现对于相关问题的妥善应对，
护士们以护理实践作为出发点对于护理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进
行了总结并将先进护理理念与护理工作进行了融合，其促进
了护理工作模式的多元化发展 [3]。本文针对多囊卵巢综合征
（PCOS）患者护理中采用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的应用效果进
行了观察，现整理汇报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1 年 9 月 ~2022 年 9 月期间收治的多囊卵巢综

合征患者中选取 82 例分两组，对照组年龄 21~39 岁，平均
（30.28±2.07）岁；研究组年龄 23~40 岁，平均（30.31±2.11）
岁；所有入选的患者及其家属均对本次研究内容表示知情同
意。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护理：①做好疾病知识护理要点

的讲解和说明。②根据医生开具的处方发放药物并说明相应
的使用方法。③及时回答患者在护理过程中提出的相关疑问。
④做好病房通风消毒工作，给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休养氛围。

1.2.2 研究组  采用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①心理护理：
护士在护理患者的时候应注意通过沟通和交流的机会充分了
解患者的心理动向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护理和引导。在具体工
作开展期间，护士应选取患者感兴趣的话题作为出发点与患
者展开交流，从而拉近自己和患者之间的距离，帮助患者卸
下内心的防备。与此同时，护士应尽量用轻缓温和的语言与
患者进行沟通，同时注意做好对于交流期间自身态度的控制，
从而使患者的心理感受得到充分优化。在此期间，为了让患
者树立一个良好的康复信心，护士还可以结合其他多囊卵巢
综合征患者的康复案例对患者进行讲解，以便让患者树立一
个积极的康复意识和态度，从而确保患者身心负担的充分减
轻。此外，护士还可以联合患者家属对其进行相应的护理引导，

从而使患者感受到来自于护士和家属的关爱，请可以进一步
促进患者身心负担的缓解与改善，其对于患者心理状态的优
化很有帮助。②健康教育：在护理工作开展期间，护士应积
极做好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帮助患者结合自己出现的一些临
床症状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实现一个系统而全面的认识。在
此期间，护士应重点讲解该病的发病机制、临床症状以及护
理应对方法，从而帮助患者充分了解相关疾病并掌握相应的
护理技巧，确保患者在临床期间可能有需要实现对于自身症
状的合理管控，这一点对于患者健康的恢复具有良好的辅助
意义。与此同时，护士还应做好对于患者生活要点的系统讲
解和说明，以便帮助患者合理实现对于自身言行的充分管控。
在此期间，护士可以给患者发放健康知识手册也可以播放相
应的科普视频，从而帮助患者结合相关内容实现对于疾病及
护理知识的充分认识。在此过程中，护士还可以组织患者开
展有关多囊卵巢综合征知识的讲座，从而让患者在讲座的过
程中及时对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并开展与其他患者之间
的沟通和交流，这一点可以帮助患者们更加系统地实现对于
有关知识的充分了解，对患者病情控制目标的实现很有帮助。
在讲解相关知识的过程中，护士应对饮食注意，事项和生活
要点进行说明，帮助患者规范自己的饮食结构，合理实现对
于新鲜果蔬和肉蛋奶等食材的充分搭配，同时避免食用刺激
性食物和过于油腻的食物。在生活方面，应引导患者养成规
律的作息意识，确保患者每日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继而实
现对于身体疲劳度的合理消除。

1.3 观察标准
为了分析两种护理模式的临床价值，研究人员将患者多

囊卵巢综合征了解水平、负性心理、护理依从性、临床指标
以及生活质量作为观察标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5.0 分析数据，P<0.05 证明差异存在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多囊卵巢综合征了解水平
研究组护理后更为了解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一疾病

（P<0.05）。见表 1。
表 1 患者多囊卵巢综合征了解水平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1 60.91±3.08 92.30±3.20
对照组 41 60.89±3.16 88.44±3.19

t - 0.029 5.470
P - 0.977 0.000

2.2 患者负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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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护理后负性心理评分更低（P<0.05）。见表 2。
表 2 患者不良情绪

组别 n
SDS SA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1 47.61±3.12 20.20±1.57 47.22±3.12 20.19±2.20
对照组 41 47.55±3.23 26.17±1.62 47.24±3.00 26.74±2.12

t - 0.086 16.945 0.030 13.727
P - 0.932 0.000 0.977 0.000

2.3 患者护理依从性
研究组护理依从性更高（P<0.05）。见表 3。

表 3 患者护理依从性
组别 n 完全依从 一般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

研究组 41 23 17 1 97.56
对照组 41 14 21 6 85.37
χ2 - - - - 3.905
P - - - - 0.048

2.4 患者临床指标
研究组护理后的临床指标改善幅度更大（P<0.05）。见表4。

表 4 患者临床指标

组别 n
睾酮（mmol/L） 体质量指数（kg/m2）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1 2.80±0.22 0.82±0.08 28.03±2.08 21.23±1.45
对照组 41 2.79±0.21 1.56±0.13 28.01±2.14 25.12±1.56

t - 0.211 31.042 0.043 11.695
P - 0.834 0.000 0.966 0.000

续表

组别 n
甘油三酯（mmol/L） 黄体生成素（mIU/ml）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1 2.00±0.12 1.40±0.13 16.30±1.20 6.12±0.56
对照组 41 2.01±0.11 1.80±0.17 16.28±1.17 9.98±0.77

t - 0.393 11.968 0.076 25.959
P - 0.695 0.000 0.939 0.000

2.5 患者生活质量
研究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P<0.05）。见表 5。

表 5 患者生活质量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1 74.72±3.22 91.90±3.17
对照组 41 74.68±3.14 87.23±3.05

t - 0.057 6.798
P - 0.955 0.000

3 讨论
从护士的角度分析，在护理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期间，

传统护理模式涉及的内容和形式相对比较单一，这一点不利
于帮助患者有效实现对于护理工作的积极配合，同时削弱了
患者在护理期间的主观能动性，继而对护理目标的实现造成
了影响。在对患者展开护理的过程中，为了帮助其实现对于
病情的合理控制护士应积极做好对于有关多囊卵巢综合征知
识的讲解和说明，以便让患者实现对于护理技巧的了解和有
效掌握 [4]。在具体工作开展期间，有研究资料显示，健康教
育工作的合理推进可以帮助护士在护理期间与患者进行密切
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其可以促进患者护理知识认知能力的
提升并活用这些知识对于自己的生活习惯进行调整与管控，
这一点可以帮助患者实现对于病情的充分控制，为患者身心
健康的优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5]。与此同时，在护理工作开
展期间，部分调查资料指出，为了帮助患者实现对于紧张心
态的调整和改善，护士应在护理期间做好对于患者心理动向
的关注并开展与之相对应的心理护理，其可以引导患者在护
理过程中更好地树立起一个康复信心，为患者护理效果的持
续优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具体工作开展期间，护士应
做好对于自身言语的充分控制，从而结合积极的鼓励性语言

对患者进行心理暗示，这一点可以让患者康复心态得到充分
改善，有助于实现患者心理动向的优化与充分调整 [6]。在心
理护理工作开展期间，通过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和交流，护
士可以让患者家属多抽出一些时间来陪伴患者并对患者进行
相应的家庭情感支持，其有助于促进患者负性情绪的消除与
改善，对于患者护理期间配合度水平的全面提升具有良好的
促进作用 [7]。在这一问题上，大量研究资料显示，护士和患
者家属共同开展的心理护理工作可以进一步走进患者的内心，
从而使患者重拾生活信心，其对于患者健康的优化具有积极
意义 [8]。另一方面，通过结合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进行联合
引导，护士可以将护理工作的细节问题进行充分延展，这一
点促进了护理工作的多样化转变，有利于提升护理工作的适
用性水平，为患者护理目标的达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9]。在护理效果方面，上述工作的开展可以帮助患者及时摆
脱疾病造成的心理负担和阴影，其对于患者康复信心的优化
具有良好的辅助价值，为患者整体健康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与保障 [10]。此外，在护理工作开展期间，上述活动
还有助于引导患者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护理技巧进行更为
全面的掌握，这一点可以让患者在生活中根据自己的实际问
题和临床症状进行科学而全面的自我护理，其为患者护理效
果的优化与症状的缓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助于帮助患者
及时摆脱疾病带来的困扰。

在本次研究中，相关数据显示，通过心理护理与健康教
育的开展，患者多囊卵巢综合征了解水平与负性心理可以得
到充分的改善，其有利于提升患者护理依从性并促进其临床
指标与生活质量的改进。

综上，在护理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过程中，为了促进
护理效果的改进，护士应积极做好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的引
导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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