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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护理对青光眼患者术后自护能力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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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青光眼患者手术后采取认知行为护理的效果。方法：研究病例选取 2020.6- 2021.6 在本院治疗青光眼的
患者 78例。由于患者采取的护理方式不同，分研究组 39 例，常规组 39 例。常规护理用于常规组，认知行为护理用于研究组。
分析观察 2 组患者的对疾病知晓情况，及生活质量评分。结果：研究组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率为 97.44%，常规组患者对疾病的
认知率为 84.61%，P<0.05，2 组之间差异显著；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比常规组高，P<0.05，2 组之间差异显著。结论：青
光眼患者手术后采取认知行为护理的效果明显，可以提升患者对疾病知识的认知，还可以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临床上建议积
极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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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属于眼科的一种常见疾病，是一种可以导致盲性

的眼科疾病。发病原因比较复杂，并且病情发展比较快。患

者的主要症状是视力有所下降，眼压有所增高，视野缺损等
[1-2]

。给患者的身体和生活质量带来严重的影响。如果患者得

不到及时的治疗，为导致眼盲。主要的治疗方式是手术，要

保证手术效果，需要有效的护理配合
[3-4]

。本文研究分析青光

眼患者手术后采取认知行为护理的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病例选取 2020.6-2021.6 在本院治疗青光眼的患者

78 例。由于患者采取的护理方式不同，分研究组 39 例，常

规组 39 例。研究组中男患者 20 例，女患者 19 例，年龄在

59 岁—77 岁，平均年龄(60.11±2.11)岁;常规组中男患者

18 例,女患者 21 例，年龄在 58 岁—79 岁,平均年龄(61.10

±2. 22)岁。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P﹥0.05,差异没有

统计学意义，两组之间能够对比。 

1.2 方法 

常规组采取常规护理：护士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心理

护理等。 

研究组患者采取认知行为护理模式。具体：（1）组建认

知行为护理小组，所有组员都要给予培训。（2）护理人员对

患者进行一对一的心理干预。与患者真诚的沟通，了解患者

的心理想法，满足患者的需求，耐心答复患者的疑问。给患

者讲述疾病的有关知识，治疗方法，日常注意事项，以及成

功病例等。让患者对治疗充满信心。（3）针对患者的不正确

认知，护士要分析其原因，再进行对认知的纠正。同时，为

患者制定日常的活动方案，合理安排患者生活。 

1.3 观察指标 

（1）对比分析 2组患者对疾病知识的知晓情况。 

（2）统计分析 2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包括生理功能、躯

体疾病、精神健康、情感功能、社会功能。 

1.4 统计学整理 

本次研究所涉及的数据选取 SPSS25.0 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与整理，（ sx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进行检验;用

n(%)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x
2
进行检验。如果 P<0.05，说明两

组数据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分析 2 组患者对疾病知识的知晓情况 

研究组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率为 97.44%，常规组患者对疾

病的认知率为 84.61%，P<0.05，2 组之间差异显著。如下表： 

表 1  2 组患者的疾病知识知晓程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完全知晓 部分知晓 不知晓 总知晓率 

研究组 39 25（64.10） 13（33.33） 1（2.56） 38（97.44%） 

常规组 39 16（41.03） 17（43.59） 6（15.38） 33（84.61%） 

X
2
     0.4532 

P     0.0003 

 

2.2 统计分析 2 组的生活质量 

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比常规组高，P<0.05，2 组之间

差异显著。 

表 2  对比 2组的生活质量（ sx  ，）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躯体疾病 精神健康 情感功能 社会功能 

研究组 39 36.45±5.12 31.35±6.44 49.26±3.31 39.60±2.15 46.46±5.45 

常规组 39 29.44±4.43 21.25±6.52 40.34±3.25 32.11±2.46 34.32±5.40 

t  5.6352 12.2432 2.3422 9.8322 3.6431 

P  0.0012 0.0013 0.0032 0.0031 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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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青光眼的发病率比较高，主要通过药物及手术治疗，但是若

想保证治疗效果，需要患者在手术后采取认知行为护理干预
[5]
。 

本次研究得出，研究组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率为 97.44%，

常规组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率为 84.61%，P<0.05，2 组之间差

异显著；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比常规组高，P<0.05，2 组

之间差异显著。 

综上所述，青光眼患者手术后采取认知行为护理的效果

明显，可以提升患者对疾病知识的认知，还可以提升患者的

生活质量。临床上建议积极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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