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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绅艶护理对眼底病患者徎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癿影响 

崔 燕 

于南普洱市人民医陊，于南 普洱 665000 

 

摘要：目癿：探究眼底病患者实斲深化绅艶护理对患者徎理状态不生活质量癿影响。斱法：选叏我陊收治眼底病患者 110 例
入组，入选时间为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以劢态分组法分为两组，每组各 55 例，对照组以常觃护理措斲为主，观察
组以深化绅艶护理措斲为主，对比两组患者癿徎理状态不生活质量。结果：不对照组护理效果对比，观察组患者癿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相对较低，观察组患者癿各项生活质量评分相对较高，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讳：眼底病患者实斲临床深化
绅艶护理，可使患者癿负性徎理情绡有效改善，提升患者癿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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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部作为人们观察外界事物的重要窗口，在功能、生理
特点两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眼底病患者发病后
即使经过有效的治疗，患者的视力水平也会受到不同程度影
响，不仅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也会使患者出现负性心
理问题，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1]。因此，本文特选取 110 例
眼底病患者入组研究，对深化细节护理实施后，对患者心理
状态、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探究，现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选取我院收治的眼底病患者 110 例入组，入选时间

为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以动态分组法分为两组，两
组各有病例 55 例，对照组年龄区间在 43~65 岁，平均年龄为
（56.23±3.46）岁，女性 25例，男性 30 例；观察组患者年
龄区间在 44~64 岁，平均年龄为（70.28±3.65）岁，女性
27 例，男性 28 例；对比两组病例资料未见统计学差异，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以常规护理措施为主；观察组以深化细节护理进

行干预，具体措施如下：①环境护理：将病房内物品整齐摆
放，减少病区内不必要的摆设，同时避免摆放尖锐物品，必
要时可用防撞角等工具固定桌角，避免患者出现撞击损伤。
禁止在走廊内摆放杂物，保证病房与走廊地面干燥，以免患
者发生摔倒事件。在公共区域张贴醒目的安全标识[2]。②心
理护理：患者入院后，综合性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与护理
人员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针对性开展心理疏导，帮助患者
以正确方式宣泄不良情绪状态，使患者的依从性提升。③健
康宣教：开展一对一健康宣教，以口头宣教、书面宣教等方
式，向患者宣传眼底病相关知识，例如疾病诱发因素，治疗
方法，注意事项等内容，使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显著提升，
纠正患者不良的用眼习惯，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
惯[3]。④安全护理：开展风险评估，制定并实施针对性安全
风险预防方案，针对高危患者给予密切监护，由护理人员 24h
陪护，并在患者手腕上佩戴安全风险标识，加强安全管理力
度。 

1.3 观察指标 
以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对两组患者的焦虑与抑

郁等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分值越低提示患者的心理状态越佳；
以生活质量量表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包括社会功能、躯体
功能、情感功能三个方面，分值越高提示项目越佳[4]。 

1.4 统计学处理 
以 SPSS20.0 软件处理数据资料，计量资料：以 t 值检验，

（ sx  ）描述；计数资料：以χ2 值检验，以百分数描述；
P 值<0.05，可判断具备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心理状态对比 
护理干预后，与对照组结果对比，观察组患者的焦虑评

分、抑郁评分明显较低，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心理状态评估结果对比（ sx  ,分） 

分组 例数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对照组 55 36.59±2.94 35.46±1.95 
观察组 55 27.56±1.59 24.46±0.79 

t  20.0359 38.7738 
P  <0.05 <0.05 

2.2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患者的社会功能、情感功能以及躯体功能三项生

活质量评分对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存在统
计学意义。 

表 2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sx  ，分） 

分组 例数 社会功能 情感功能 躯体功能 

对照组 55 76.59±2.64 75.46±1.59 78.59±2.06 

观察组 55 84.59±2.07 85.41±0.97 89.21±3.26 

t  17.6851 39.6188 20.4236 

P  <0.05 <0.05 <0.05 

3 讨论 
眼底病主要是指视网膜、脉络膜等处发生的疾病，主要

与玻璃体改变存在密切关系。由于眼部特殊性，导致治疗后
患者仍存在一定的后遗症，对患者的影响较大，使患者的生
活质量大幅降低。因此，给予眼底病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干
预，进而使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由于眼底病患者临床护理期间存在较高的安全风险事
件，由于眼底疾病影响，患者的视物能力较弱，易发生跌倒、
坠床等不良事件，不仅增加患者的痛苦，也会降低患者的生
活质量[5]。深化细节护理的实施，主要着眼于基础护理，通
过对基础护理中存在的安全因素与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针对性提出改进完善措施，避免患者在入院护理期间出现意
外事件。 

深化细节护理开展过程中，临床护理人员应具备良好综
合素质，避免患者在治疗护理期间出现不良事件，加强对护
理人员的健康培训力度，培训后统一考核，使护理人员的观
察能力、紧急处理能力大幅提升，提升护理人员的安全风险
防范意识，将安全作为临床护理的第一位。在临床护理过程
中开展深化细节护理，应以患者为中心，建立良好的护患关
系，避免医患纠纷发生。 

综上所述，眼底病患者护理中应用深化细节护理，可改
善患者的心理状态，使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推广价值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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