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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硝唑联合制霉菌素治疗滴虫性阴道炎
▲ 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妇幼保健院   秦燕

滴虫性阴道炎是一种常见的阴道炎症，

当前该疾病的整体发生率呈现出持续上升的

趋势，对女性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形成了比较

大的不良影响。正因如此，目前人们对滴虫

性阴道炎的关注程度显著提高，治疗方法也

日益多样化。

什么是滴虫性阴道炎

滴虫性阴道炎是常见的阴道炎症和性传

播疾病，主要是因为患者感染阴道毛滴虫所

导致，活的阴道毛滴虫会通过接触、黏附上

皮细胞从而诱导上皮细胞收缩成为球形，造

成细胞之间间隙的扩大，由此让细胞的连接

受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最终会导致宿主细

胞的逐步死亡，引发炎症反应。同时在患者

受到感染之后，其体内的抗氧化物和氧化因

子之间的平衡也会被打破，滴虫性阴道炎患

者的分泌物之中脂质过氧化物丙二醛和过氧

化氢含量会显著升高，会促进病情的进一步

严重。

此外，阴道毛滴虫的感染也会让生殖道

的环境受到改变，滴虫通过吞噬乳杆菌将会

抑制生殖道中乳酸的形成过程，并造成生殖

道环境趋向碱性，阴道的自我清洁作用受到

严重的损害，滴虫会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繁殖。

在治疗过程中，由于滴虫性阴道炎可同

时有尿道、前庭大腺等感染，因此要实现治

愈一般需要采取全身用药的方案。实际工作

之中可进行口服抗厌氧菌药物，如甲硝唑的

使用。在局部用药的过程中，则往往采取于

阴道之内放置奥硝唑栓或甲硝唑栓的方式进

行，相关研究均显示，这些方法可实现对滴

虫性阴道炎比较有效的改善，最终促进患者

的康复进程。

甲硝唑联合制霉素
在滴虫性阴道炎治疗中的作用

甲硝唑是治疗滴虫性阴道炎最为常见

的药物，在治疗过程中用药剂量一般控制

在 0.8 g/d，服用的时候分为 4 次服用，如

果患者的病情较为严重，可以适当地增加

使用剂量，不过既往的大量报道之中也认

为，甲硝唑也存在较为强烈的不良反应，

例如会导致患者出现呕吐、食欲不振、眩

晕和麻木等情况，当然这些症状均具有可

逆性，在患者停药之后会得到缓解和逐步

消退。而在停药之后，少部分患者会出现

荨麻疹等病症。

制霉素也是当前进行滴虫性阴道炎

治疗比较常见的药物类型，在使用过

程中一般是将适当剂量的制霉素研磨

成 粉， 在 清 洗 阴 道 之 后， 将 药 粉 放 入

阴道之内，从而达到治疗滴虫性阴道

炎的目的。

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指导患者保持个

人卫生，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现象。

甲硝唑联合制霉素治疗滴虫性阴道炎

的过程中，整体效果比较良好，一般来说

治疗后一段时间多数患者的阴道分泌物检

查会转为阴性，滴虫性阴道炎的各类症状

和体征都会消失。需注意的是，女性妊娠

期间不应使用甲硝唑，虽然目前的一些研

究认为妊娠期间进行甲硝唑的使用对孕妇

及胎儿的影响不大，但为了安全仍然需要

禁止这种情况。甲硝唑联合制霉素的过程

中，制霉素的作用是提高整体的治疗效果，

制霉素本身是一种真菌类药物，在应用的

时候可以对念珠菌感染问题形成预防，从

而避免患者的阴道炎复发。

结语

综上，滴虫性阴道炎对女性的健康和

生活质量影响比较大，相应的治疗过程之

中采取甲硝唑联合制霉素进行治疗的方法，

将比较有效地提升治疗效果，并预防阴道

炎的复发。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属于临床上较为

常见的慢性皮肤病之一。该病的发病原因

比较复杂，治疗起来难度较大，而且复发

性较高，给患者以及家属带来了沉重的心

理压力，因此做好有效的防范和治疗非常

重要。

银屑病属于神经疾病的一种，尤其对

于那些精神压力过大的人来说，发病率更

高，尽管该疾病的发病原因并不明确，不

过普遍认为该疾病的发病与遗传、神经性

炎症、精神因素、免疫因素均有密切关系。

因此在对银屑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的时候，

要让患者对银屑病的发病特征以及诱发因

素有正确认知，认真地在生活环境中防范，

降低银屑病的发生率；与此同时，还要通

过日常行为等进行有效干预，减少对银屑

病患者的刺激，防止疾病复发，必须强化

健康教育的普及和宣传。

开展规范化的健康教育内容包括以下

五项重要内容。

心理方面的疏导  在对银屑病患者健

康教育时，首先应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很多患者都会存在负面情绪，比如焦虑、

抑郁等，因此对其开展健康教育的重点在

于疏导心理。

具体来说，要向患者讲解银屑病的常

识，让患者和家属了解银屑病并不会传染，

通过有效治疗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但

根治难度非常大，因此患者和家属不要轻

易听信那些可以根治的宣传，否则很容易

导致上当受骗。在与患者沟通时，医护人

员需要注意语气，保持足够的耐心，帮助

患者消除内心的各种疑虑，同时还要向患

者介绍医院成功的治疗案例，使患者和家

属对银屑病的治疗充满信心。

行为上的良好教育  在健康教育过程

中，医护人员努力让患者了解银屑病的诱

发因素，比如熬夜、压力大、酗酒、染发、

环境潮湿、感冒、某些药物及手术外伤等，

使患者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地锻炼

身体，提升机体免疫力，才能更好的降低

银屑病的复发率。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饮食对银屑病的

影响目前还不是很明确，不过患者尽量保

持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平时在饮食方面

注意荤素的合理搭配，少吃辛辣、发物以

及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多吃新鲜的蔬菜和

水果。此外，在饮食方面还要注意戒烟限酒，

减少浓茶以及咖啡的使用频率。

正确使用外用药物  很多银屑病患者都

会出现身体瘙痒的症状，因此经常抓挠，

事实上过度抓挠无法帮助患者缓解身体症

状，还会导致出现皮损。因此在开展健康

教育时，及时告诉患者少抓挠皮损，如果

需使用止痒药物，可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

进行选择，避免盲目使用过于刺激的外用

药物。

复诊的有效指导  通常来讲，银屑病发

病有季节性，医生需要进行认真的询问，

掌握患者的发病规律，然后制定一套行之

有效的治疗方案。同时还要指导患者定期

到医院进行复诊，巩固疗效，帮助患者建

立治疗信心。

医护人员需高度重视银屑病患者的健

康教育，及时帮助患者疏导不良情绪，与

患者家属配合帮助患者建立牢固的治疗信

心。在健康教育开展的时候，医护人员要

让患者和家属对疾病有正确的认知，思想

上重视，生活中有效防范，患者还要保持

乐观的心态，规律运动。只要做好了以上

这些，就能降低银屑病的复发率，使患者

尽快恢复健康。

精神障碍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非常

严重的影响，导致患者难以正常的开展日

常工作与生活。除了急性期需要住院治疗

之外，大多数慢性精神障碍患者都需要在

社区或者是家庭中接受康复治疗，家属作

为精神障碍的主要监护者和照护者，掌握

一定的护理方法，帮助精神障碍患者康复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表现

精神障碍患者表现为意志、行为、情

感以及认知等方面不同程度的障碍。临床

上患者主要表现为：（1）出现被害妄想症，

患者表现为极度没有安全感，对外界产生

不信任感；（2）出现妄想与幻听，刚开始

为敏感多疑，怀疑别人议论、陷害自己，

之后可能会出现幻觉、幻想，被害幻想；

（3）情感障碍，对亲朋好友表现疏远、冷淡，

严重时可能会出现睡眠困难、进食困难症

状，甚至完全失去自我管理能力；（4）抑

郁情绪，患者表现为悲观、心情低落、情

绪失落等问题，变得对周围事情不感兴趣、

沉默寡言；（5）思维破裂，表现为混乱、

言语杂乱，难以正常的语言表达，表现为

经常性的前言不搭后语、颠三倒四；（6）

行为障碍，患者表现为怪异的行为活动；（7）

躯体症状，患者表现为胃口不佳，同时还

可能伴随有精神不振、失眠、头晕、头痛

症状，长此以往，人会变得易疲劳、虚弱。

精神障碍患者在家康复
家属应如何做

心理调适 首先，在患者被诊断为精神

障碍之后，大部分家属会觉得难以接受，

但是家属作为患者的主要照护人，首先自

己应该尽快的接受现实，尽可能的稳定自

身情绪。家属应该认识到精神障碍是与高

血压、糖尿病一样都是一种疾病，并不是

由于患者自身不良行为所导致的。在与患

者沟通交流时，应注意采取正确的情感表

达方式，避免对患者造成强烈的情绪刺激。

其次，家属应积极主动的去关心患者，从

患者的角度去了解其生活与心理感受，从

物质、情感各个方面来为患者提供支持，

多给予患者支持与鼓励，以便于帮助患者

建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

在与患者开展沟通交流的过程中，

应注意态度亲切、平和，在患者自我表

达时，应注意做好倾听者，不要打断患

者的表达，以鼓励性的语言去激励患者

多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于患者所表现出

的病态行为不要予以过多的关注，尽可

能以良好的心态去接纳患者。例如：在

患者表现出抑郁症状时，要设身处地的

去理解患者所承受的痛苦，与患者沟通

交流，不要认为患者是因为受不了压力，

太过于矫情。家属要积极去学习一些应

对患者负性应激时间的技巧，提升自身

心理承受能力，必要的时候可以寻求专

业心理服务的帮助。

家庭康复训练 患者家属要能够认识

到家庭康复训练的重要性，积极去学习

与患者症状应对、维持服药、自我管理、

文娱体育活动、康复训练技能等一些支

持，鼓励患者与家属一起开展康复训练，

相互合作、相互支持，提升康复训练效果。

帮助患者建立起规律的生活秩序，可与

患者平等的协商，制定切实可行的生活

作息表，在作息表当中详细的注明个人

卫生、饮食起居的时间，并监督患者执行。

鼓励患者积极去学习新的生活技能，鼓

励患者以正确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定期做好患者病情记录，阶段性的去分

析患者治疗及康复过程，将康复训练目

标进一步细化，循序渐进的鼓励患者完

成阶段性的目标。

总之，家属在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康复

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属应积极学

习相关知识与技能，帮助患者康复。

银屑病患者健康教育如何实施？
▲ 山东省济宁市皮肤病防治院   胡素娟

家属如何做能帮助精神障碍患者在家康复
▲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慢性病防治站   卢广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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