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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门诊HPV感染患者心理状态及影响因素分析与心
理干预策略探讨

蓝荷美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浙江 丽水 323500

摘� 要：随着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的检出率不断上升，妇产科门诊HPV感染患者的心理状态及其影响因素
日益受到关注。本文旨在分析妇产科门诊HPV感染患者的心理状态，探讨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心理干预策略。
研究发现，HPV感染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恐惧、抑郁等心理问题，其影响因素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经济
状况及认知水平等。为有效应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心理干预策略，以期提高HPV感染患者的生活质量，促进其身
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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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子宫颈癌是临床多发的女性恶性肿瘤疾病，

其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威胁女性的生命健康。而HPV
感染是子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因素，因此，对HPV感染患
者的关注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妇产科门诊作为HPV感
染患者的主要就诊场所，不仅要提供有效的医疗治疗，

还应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为其提供全面的心理支持。

本文将从妇产科门诊HPV感染患者的心理状态出发，深
入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心理干预策略，以期

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1 妇产科门诊 HPV 感染患者心理干预的意义

妇产科门诊HPV感染患者的心理干预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HPV（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在妇产科门诊中较
为常见，尤其在16至45岁的女性群体中更为普遍。这一
病毒不仅可能引发妇科炎症、尖锐湿疣等身体问题，还

可能对患者的心理状态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对于HPV
感染患者的心理干预，不仅是治疗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也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促进康复的关键因素。首先，

HPV感染往往伴随着患者的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
这些情绪可能源于对疾病本身的不了解，以及对可能引

发的严重后果的担忧。心理干预可以帮助患者正确认识

HPV，了解其感染途径、预防措施以及治疗方法，从
而减轻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其次，心理干预有助于患者

建立积极的心态，提高治疗依从性。通过心理疏导，患

者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的病情，积极配合医生的治

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以及生活方式调整

等。这种积极的心态有助于加速病情的好转，提高治疗

效果。此外，心理干预还能帮助患者建立健康的人际关

系，减少因疾病带来的社交障碍。HPV感染可能引发患

者的自卑心理，导致其在社交场合中感到不自在。通过

心理干预，患者可以学会如何与他人坦诚沟通，采取必

要的预防措施，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同时获得家人和

朋友的理解和支持[1]。最后，心理干预对于患者的长期康

复也具有重要意义。HPV感染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患者保持持久的耐心和信心。心理干预可以帮助患

者建立正确的康复观念，提高自我管理能力，从而在面

对疾病挑战时更加从容不迫。

2 妇产科门诊 HPV 感染患者心理状态

2.1  焦虑与恐惧
当女性患者首次得知自己HPV阳性时，焦虑与恐惧

的情绪往往如影随形。这种情绪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源于

公众对HPV与宫颈癌之间关系的普遍误解。许多患者错
误地将HPV感染等同于宫颈癌，这种认知偏差直接导致了
对癌症的深切忧虑和恐惧。这种恐惧不仅源于对疾病的无

知，更源于对生命安全的担忧。患者可能会反复思考自己

的病情，担心病情恶化，甚至担心自己是否会因此失去生

命。对于育龄期女性而言，HPV感染还可能带来额外的担
忧。她们可能会担心HPV对生育潜能的潜在影响，进而对
性生活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发展为恐惧和厌恶。这种心理

状态不仅侵蚀了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还可能导致其治疗

意愿下降，影响治疗效果，形成恶性循环。患者可能会因

为害怕病情恶化或担心治疗带来的副作用而拒绝接受必要

的治疗，从而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2.2  抑郁与消极
HPV感染对中老年女性群体的心理影响尤为显著。

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功能的自然衰退与HPV感染的双
重打击，使得这部分患者的思维能力、记忆力和认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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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更易出现下滑。部分中老年女性患者因误解而自认为

已罹患癌症，这种自我暗示加剧了她们的抑郁情绪。她们

可能会感到绝望和无助，对周遭世界失去兴趣，生活态度

变得消极。这种心理状态不仅限制了患者的社交活动，还

可能深刻影响其家庭关系。患者可能会因为情绪低落而减

少与家人和朋友的交流，导致孤独感和社交隔离感的加

剧。抑郁情绪还可能影响患者的食欲和睡眠质量，进一步

加剧其身体状况的恶化。这种身心双重打击使得中老年女

性患者在面对HPV感染时更加脆弱和无助。
2.3  自卑与内疚
在HPV感染的背景下，部分女性患者尤其是那些有

多个性伴侣历史的女性，往往将感染归咎于自身。她们

认为这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一种惩罚，这种自我否定的

心态让她们背负着沉重的内疚感。患者可能会担心自己

成为病毒的传播者，害怕伴侣的指责和遗弃。这种担忧

不仅侵蚀了她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还可能导致在亲密

关系中产生隔阂，影响双方的信任和情感交流。自卑与

内疚心理还可能影响患者的社交能力和人际关系。她们

可能会因为害怕被他人歧视或排斥而选择避免与他人接

触和交流。这种社交回避行为不仅加剧了她们的孤独感

和社交隔离感，还可能使她们错过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

的机会[2]。自卑与内疚心理还可能影响患者的自我认知和

自我价值感，使她们更加难以摆脱HPV感染带来的心理
阴影。

3 妇产科门诊 HPV 感染患者心理状态影响因素剖析

3.1  年龄因素
年龄是影响HPV感染患者心理状态的首要因素，年

轻女性，往往处于生命的活跃期，对HPV感染的了解相
对有限，因此当得知自己感染时，更容易产生恐惧和焦

虑心理。她们可能担心感染对生育能力的影响，或是对

性生活产生不必要的恐惧，这种心理状态不仅影响日常

生活，还可能干扰治疗进程。相比之下，中老年女性在

面对HPV感染时，可能更多地联想到癌症风险，尤其是
宫颈癌，这种担忧往往使她们陷入更为深沉的抑郁和消

极情绪中。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心理承受能

力、应对机制以及对疾病的认知都会发生变化，进一步

影响心理状态。

3.2  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是塑造HPV感染患者心理状态的另一重要

因素，已婚女性在面对HPV感染时，往往更加关注其
对婚姻和家庭的影响，这种担忧可能导致她们产生焦虑

和恐惧心理。她们可能害怕感染会影响夫妻间的亲密关

系，或是担心家庭和谐遭到破坏。而未婚或离异女性，

由于缺乏稳定的家庭支持，可能感到更加孤独和无助，

这种心理状态不仅加剧了她们的恐惧和焦虑，还可能影

响她们寻求医疗帮助的积极性。

3.3  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是影响HPV感染患者心理状态的经济基

础，经济条件较好的女性，在面对HPV感染时，通常能
够更从容地承担治疗费用，这种经济上的安全感有助于

减轻她们的心理负担，使她们能够更加专注于治疗和康

复。然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女性，则可能因担心治疗费

用而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这种焦虑和内疚心理不仅影

响她们的情绪状态，还可能限制她们的治疗选择，影响

治疗效果。

3.4  认知水平
认知水平是影响HPV感染患者心理状态的核心因

素，对HPV感染有正确认知的女性，通常能够更好地接
受现实，积极应对疾病带来的挑战。她们能够理性看待

HPV感染与宫颈癌之间的关系，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焦
虑。相反，对HPV感染存在误解或恐惧的女性，往往陷
入严重的心理问题中，无法自拔。

4 妇产科门诊 HPV 感染患者心理干预策略

4.1  认知教育
（1）提供科学信息。向HPV感染患者提供全面而科

学的HPV感染知识，是心理干预的首要任务。这包括详
细解释HPV感染的传播途径、危险因素、预防措施以及
现有的治疗方法。通过专业知识的普及，患者可以更清

晰地了解自身病情，减少因无知而产生的不确定感和焦

虑心理。科学信息的提供也有助于患者建立正确的疾病

观念，避免过度恐慌和误解。（2）纠正误解和恐慌。针
对患者对HPV感染的误解和恐慌心理，认知教育需要进
行有针对性的解释和疏导。许多患者错误地认为HPV感
染等同于宫颈癌，这种认知误区导致了不必要的恐惧和

焦虑。因此，医护人员需要耐心地向患者解释，HPV感
染虽然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但大多数感染并不会

导致严重健康问题。只有持续感染才可能引发宫颈癌等

病变，而且通过定期的妇科检查和治疗，可以有效降低

宫颈癌的风险。（3）增强自我管理能力。认知教育还应
注重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这包括教会患者如何进

行妇科检查、如何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等。

通过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患者可以更好地掌控自己的

健康状况，减少因病情恶化而产生的心理压力[3]。自我管

理能力的提升也有助于增强患者的自信心和独立性，促

进其身心健康的发展。

4.2  心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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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信任关系。与HPV感染患者建立良好的信
任关系，是心理支持的基础。医护人员需要倾听患者的

感受和需求，给予她们足够的关注和支持。通过真诚的

交流和倾听，患者可以感受到医护人员的关心和理解，

从而减轻孤独感和无助感。信任关系的建立也有助于提

高患者的治疗信心，使其更加积极地配合治疗。（2）
提供情绪宣泄渠道。HPV感染患者常常因病情而陷入焦
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中。为了缓解这种情绪压力，医护

人员可以组织患者参加集体交流活动，让她们互相分享

经验和心得。通过交流，患者可以释放内心的压力和不

满，减轻心理负担。集体交流活动也有助于患者建立积极

的社交关系，提高社交能力。（3）寻求专业心理咨询。
对于心理问题严重的患者，建议她们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

的帮助。心理咨询师可以通过专业的心理评估和干预方

法，帮助患者识别和处理负面情绪，提高其应对压力的能

力。心理咨询师还可以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支持方

案，帮助她们更好地应对HPV感染带来的挑战。
4.3  生活方式调整
（1）保持健康饮食。医护人员需要指导患者保持均

衡的饮食习惯，多吃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

物，少吃油腻、辛辣和刺激性食物。通过健康饮食的改

善，患者可以增强免疫力，促进身体康复。健康饮食也

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生活质量。（2）定
期运动和充足睡眠。适当的体育锻炼和充足的睡眠对于

HPV感染患者的身心康复至关重要，医护人员可以鼓励
患者进行散步、瑜伽等轻度运动，以提高身体素质和免

疫力。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也是缓解疲劳和压力的重要

手段。通过定期运动和充足睡眠的调整，患者可以更好

地应对HPV感染带来的身心挑战。（3）避免不良生活习
惯。不良生活习惯如吸烟、饮酒等可能加重HPV感染的
症状和影响治疗效果。因此，医护人员需要提醒患者避

免这些不良习惯。通过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患者可以降

低病情恶化的风险，提高治疗效果。

4.4  家庭和社会支持
（1）增强家庭支持。家庭是HPV感染患者最重要的

社会支持来源，医护人员需要鼓励患者的家庭成员给予

她们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共同面对HPV感染带来的挑
战。家庭成员的理解和鼓励可以减轻患者的孤独感和无

助感，提高其治疗信心。家庭成员的陪伴和照顾也有助

于患者更好地应对治疗过程中的不适和困难。（2）建立
社会支持网络。医护人员可以通过社区、医院等渠道建

立HPV感染患者的社会支持网络。这个网络可以为患者
提供信息交流、情感支持等方面的帮助，让她们感受到

来自社会的温暖和关怀。社会支持网络也可以为患者提

供康复资源和就业机会等方面的支持，促进其身心康复

和社会融入。（3）提高公众认知。医护人员可以通过媒
体宣传、健康讲座等方式向公众普及HPV感染的知识和
预防措施。通过提高公众的认知水平，可以减少对HPV
感染患者的歧视和偏见，为患者创造更加友好的社会环

境。公众认知的提升也有助于推动社会对HPV感染防治
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结语

综上所述，妇产科门诊HPV感染患者的心理状态是
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问题，受多种因素影响。通过实施认

知教育、心理支持、生活方式调整以及家庭和社会支持

等心理干预策略，可以有效地帮助患者减轻心理负担，

建立积极心态，提高治疗依从性，促进身心康复。未

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HPV感染患者心理状态的关
注和研究，不断完善心理干预策略，为患者提供更加全

面、个性化的心理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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