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

国际护理与健康·

健康教育在传染病患者护理中的临床应用

闫于琴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四川 成都 610000

探讨在传染病护理中，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以及临床应用价值层面上的研究。方法：将我院2020年

3月—2021年9月收治的120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组，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通过对照分析以及问卷调查的形

式，对患者在进行健康教育过程前后，对传染病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并根据临床表现总结其临床应用价值。结果：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进行健康教育之前，传染病患者对传染病相关知识了解知之甚少，在进行教育之后，患者对相

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普遍提升，并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在传染病护理中，健康教育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得到了良好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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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

一般资料

将我院在2020年3月—2021年9月收治的120例肠道传

染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经过临床诊断均在肠道传染病的

诊断标准内，大部分患者都有上吐下泻、恶心、腹痛等症

状，一部分患者还伴随着发热、身体酸痛以及头疼等更严

重的中毒现象[1]。患者中有男性50级例，女性40例，患者

年龄在3～5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8.25±4.69）岁。纳入

标准:（1）确诊为脑卒中的患者；（2）患者无心肝肾等严

重影响基础功能的疾病；（3）患者意识清晰并且均为自

愿参加，需要签署同意书。

方法

两组患者在临床治疗时分别给予不同临床护理方法：

（1）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传统护理，具体方法为：

保持患者病房环境卫生干净，并根据患者传染病类型进

行分区治疗护理，以防止交叉感染，同时对病房进行消

毒，对于血压计与听诊器等护理工具要严禁混用，护理

后要及时进行洗手消毒。护理人员要给予患者正确用药

指导以及一些常规护理等[2]。

（2）研究组患者则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以健康教

育，具体方法有：

① 日常护理，相关医护人员要给患者一个整洁安静

的病房环境，以提高患者生理舒适度。同时按照患者不

同传染病类型对患者进行分区隔离治疗，对于一切患者

使用过设备与工具等，使用完后必须进行消毒灭菌，另

外还要在病房或就诊室张贴一些疾病相关注意事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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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提高患者自我护理能力。

② 对于还处在传染病感染期患者，必须给患者实施

严密隔离，并对隔离患者实施有效健康指导，其中主要

有患者平时生活疾病传播的预防与生活习惯以及饮食方

面上的相关知识宣教，并且告知并让患者了解到隔离重

要性，以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3]。

③健康教育，根据患者自身具有文化水平情况来给予

传染病基础知识与治疗方式以及治疗注意事项进行知识宣

教，以让患者能够详细了解疾病知识与自身情况，进而有

效提高患者对临床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将传染疾病传播途

径知识有效结合，正确指导患者掌握合理消毒方式与隔离

方法，同时指导患者保持居住环境卫生与养成健康饮食习

惯与生活卫生习惯以及指导患者进行一些适当运动，以有

效提高患者护理效果。最后叮嘱患者严禁烟酒以及一些过

于油腻刺激性食物，要保持良好休息，劳逸结合。

观察指标

在进行完护理工作后，患者自评自己的生活质量，

包括三个方面，心理健康、自理能力、人际处理问题。

满分为各30分，分数越高，证明患者觉得自己的生活

质量越好。根据实际情况制作调查问卷，对患者对护理

情况的满意程度进行调查，分为“满意、较满意、不满

意”三个程度。总满意度=（满意人数+较满意人数）/总

人数×100%。

统计学方法

将研究得出的数据结论运用统计学的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χ2检验，用（n，%）表示；计

量资料用t检验。当 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健康教育前后，患者对生活质量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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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健康教育之前，患者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评价

不高，经过健康教育，患者认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大大提

高，并且两组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 ）。详细情

况见表1。

表1 健康教育前后，患者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分， ）

组别 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 心理情况 总分

健康教育前（n ） 18.62±6.79 20.62±6.76 15.17±3.13 45.17±6.13

健康教育后（ ） 27.72±6.54 28.72±6.58 25.89±4.56 79.89±4.96

P值 7.477 6.651 15.013 34.106

t值

患者对护理的满意程度情况分析

对照组护理总满意度（95%）高于观察组患者总满意

度（80%）， 。详细情况见表2。

表2 2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程度情况[例（%）]

组别 不满意 满意 较满意 总满意度

健康教育前（n ） 12（60） 27（35） 21（35） 48（80）

健康教育后（n ） 3（5） 51（85） 6（10） 57（95）

χ2值 6.171

P值

3 讨论

传染病可以通过病原体在人与动物、人与人或者动

物与动物之间互相传播的疾病[4]。病原体一部分是寄生

虫，一部分是微生物，由寄生虫为病原体的病症又可以

称为寄生虫病。目前我国的有39种法定传染病，共分为

甲、乙、丙3类，患者的发病症状多种多样。

传染病在临床工作中具有特殊性。从传播方式上

看，有潜伏期、发展期、明显症状期和恢复期，传染病

一旦感染，就需要治疗，并会继续传播，预防为主是预

防的重要途径。在近年来的临床工作中，健康教育与传

染病患者的护理工作紧密结合。只有患者对自己的病

因、症状、注意事项等有了清晰的了解，才能更快地改

变不良习惯，调整自己的心态，治愈身体[5]。健康教育的

质量与患者的康复密切相关，使患者只有在遇到危险时

才能学会自我保护。在开展传染病健康教育时，要做好

宣传工作，既要在不影响疾病病情的情况下学习相关知

识，同时也能起到宣传的作用。

在原治疗方案上加上健康教育后，可以使患者增加

治疗的自信心。因此整个护理过程中穿插入传染病相关

知识的健康教育，患者了解自己的病因、发病时间以及

治疗方案等，可以从根本上提高患者治疗的积极性。护

士应该帮助患者建立起正确的饮食体系，在生活中按时

休息，不要劳累过度，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健康教育还

可以让患者在面对紧急情况时有自我保护的技巧，比如

在面对腹泻、呕吐等不良情况时，抓紧时间进行医治，

不耽误最佳治疗时机。通过健康教育，患者会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讲卫生，患者也会更加爱护与珍惜自己的

身体，从而对传染病的传播与扩散进行了制止[6]。

从此次试验可以发现，对比观察组在进行健康教育

前后生活质量的变化，就可以得出在教育后生活质量的

提高很显著，并且观察组比对照组对护理的满意程度更

高。所以在护理过程中，健康教育是很有必要开展的，

只有在整个传染病护理过程中穿插进健康教育才能从提

高患者的健康教育的接收以及从根本上提高患者治病的

积极性。传染病护理人员应该结合客观实际，牢牢把握

住治疗传染病的核心内容，从根本传播途径以及病原体

来讲，让患者能够明白从哪里发生，怎样传播，有助于

提高患者的治病积极性，也可以提高患者的预防疾病的

意识，配合医生的治疗工作，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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