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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眼科患者眼药水治疗过程中的规范化护理管理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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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眼科患者眼药水治疗过程中的规范化护理管理与效果。方法：自 2019.2 起开始实施规范化护理管理，以此
为节点分为对照阶段（2018.2-2019.2）和观察阶段（2019.2-2020.2），在两个阶段分别择取 38 例眼科患者作为试验调查
对象，接受眼药水治疗，并保持前后两阶段护理人员固定，观察记录管理措施实施前后临床疗效和患者满意度并进行分析对比。
结果：观察阶段眼药水治疗总有效率相较对照阶段明显提高（P<0.05）；观察阶段患者满意度相较对照阶段明显提高（P<0.05）。
结论：规范化护理管理对提高眼药水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度作用明显，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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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患者眼药水治疗过程护理管理是临床医学中非常重
要的工作，随着现代医学管理技术的不断升级

[1]
，当代规范

化护理管理模式深刻体现其先进性优势，可有效提高眼药水
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度，对眼科患者眼药水治疗过程护理管
理工作质量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

[2]
。故针对规范化护理管理

的研究分析至今仍是医学界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本文
将继续针对规范化护理管理进行分析，探究其在眼科患者眼
药水治疗过程中的临床应用价值，具体分析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本资料 
试验调查对象：前后两阶段各有 38 例眼科患者接受试验

调查。患者的具体情况：对照阶段男女患者例数比例 1：1，
年龄区间（23-56）岁，平均年龄 48.56±3.19 岁；观察阶段
男女患者例数比例 1：1，年龄区间（26-57）岁，平均年龄
48.56±2.19 岁。选择标准：（1）所有患者均可配合试验调
查。（2）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病
历资料缺失的患者。（2）初中以下学历的患者。护理团队：
共有护理人员 20 人，其中高级职称 3 人，中级职称 12 人，
初级职称 5 人。排除近期有外出学习、科室轮值以及孕期、
哺乳期护理人员。前后两阶段试验调查对象与护理团队的一
般资料不存在明显差异（P>0.05），具有对比分析价值。 

1.2 操作方法 
对照阶段未实施规范化护理管理，仍采用传统护理方式，

期间对 40 例患者进行眼药水治疗，主要方式是先做示范，然
后由患者自己滴眼药水。动作如下：取仰卧位或坐位，头部
微微抬起，用一只手拿眼药水瓶，悬于眼部之上 2-3cm 处，
然后用另一只手的食指轻轻拨开下眼睑，向结膜囊内滴入眼
药水，闭眼 4min。 

观察阶段实施规范化护理管理，成立专业的规范化护理
管理小组，立足传统护理方法制定管理内容，主要包括：（1）
体位指导：护理人员示范正确的仰卧位、坐位姿势，头部姿
势，讲解眼药水滴入过程中药水流出的原因。（2）手部清洗：
滴眼药水之前护理人员需引导患者使用消毒皂洗手，并示范
正确的洗手方法。（3）动作指导：重点讲解眼药水滴入时的
手部动作和眼部动作，如下拨眼睑时除食指外其余四指并拢
呈握拳状，握持眼药水瓶时使用食指和拇指轻轻挤压瓶身。
（4）视频演示：通过视频方式演示眼药水滴入的整个过程，
于重点处进行详细讲解，提高护理效果。 

1.3 观察指标 
（1）统计管理措施实施前后临床疗效变化情况，包括显

效、有效、无效几个指标，疗效标准：患者完全掌握眼药水
滴入方法，病情明显好转或痊愈，判定为显效；患者可主动
配合眼药水治疗过程，重视卫生清洁，判定为有效；其余情
况判定为无效，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
x100%。（2）统计管理措施实施前后患者满意度变化情况，由
患者自主填写《满意度调查问卷》，包括满意、一般、不满意
几个指标，汇总后统计计算满意度=（满意例数+一般例数）/
总例数 x100%。 

1.4 统计学处理 

计算工具选择 SPSS 22.0 版本软件，临床疗效和患者满
意度都采用[n(%)]表示，进行“χ2”验证，P 表示比较差异
显著度，P＜0.05 则说明是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P>0.05，
则说明数据比较差异并不明显。 

2 结果分析 
2.1 临床效果 
观察阶段眼药水治疗总有效率相较对照阶段明显提高

（P<0.05）。见表 1。 
表 1 临床效果[n(%)] 

管理阶段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阶段 38 8（21.05） 19（50.00） 11（28.95） 27（71.05） 

观察阶段 38 34（89.48） 2（5.26） 2（5.26） 36（94.74） 

χ2 - - - - 7.4397 

P - - - - 0.0064 

2.2 患者满意度 
观察阶段患者满意度相较对照阶段明显提高（P<0.05）。

见表 2。 
表 2 患者满意度[n(%)] 

管理阶段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阶段 38 13（34.21） 12（31.58） 13（34.21） 25（65.79） 

观察阶段 38 35（92.11） 2（5.26） 1（2.63） 37（97.37） 

χ2 - - - - 12.4675 

P - - - - 0.0004 

3 讨论 
科学有效的规范化护理管理是提升眼科患者眼药水治疗

过程护理管理工作质量的必要医学措施，规范化护理管理方
案的制定需立足传统护理方法进行优化，护理团队需从体位
指导、手部清洗、动作指导、视频演示几个方面全面提升护
理效果，提高眼药水治疗效果并提升患者满意度

[3]
。具体来

说：传统护理方法的局限性在于缺乏有效的护患沟通和协同
配合，护理人员未能科学评估患者的学习能力和心理状态，
填鸭式的演示指导方式不利于患者深入学习眼药水滴入方法，
因此，需以规范化护理管理对传统护理过程进行优化升级，
细致的体位指导以及动作指导可使患者掌握眼药水滴入方法，
手部清洗可避免眼部细菌感染，视频演示更可以细致、全面
展示眼药水治疗过程，形象生动，易于患者学习，有效促进
护患交流互动。 

通过上述结果可以看到，观察阶段眼药水治疗总有效率
相较对照阶段明显提高（P<0.05）；观察阶段患者满意度相较
对照阶段明显提高（P<0.05），这说明规范化护理管理可有效
提升眼科患者眼药水治疗过程护理管理工作质量，临床应用
价值巨大，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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