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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在眼科门诊分诊中的心得体会 
李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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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我院门诊分诊应用优质护理服务的心得体会。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门诊就诊的患者 126 例，统计分析优质护
理的应用效果。结果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负面情绪低于对照组。结论 将优质护理模式应用到眼科门诊分诊中，有
效降低患者的负面情绪，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干预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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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可以给我们提供美好的视觉体验，是帮助我们感知

外界光线的重要器官，如果眼睛出现问题，会给患者带来各

种各样的困扰和负面情绪，在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同时，还

对患者治疗造成不利影响。基于此，在我院门诊分诊中进行

优质护理干预具有重要意义。我院门诊随机选取了 126 例患

者给予不同的护理模式干预，对比研究优质护理应用到眼科

中的具体优势，现将应用心得体会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就诊时间范围在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3 月前来我院

就诊的患者中随机选取 126 例作为本次护理体会的研究对

象，为了体现优质护理的应用效果，将 126 例患者均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进行不同护理模式的对比研究，以此来获取更

深的心得体会。患者基本资料如下：对照组共计患者 63 例，

男患和女患分别为 33 例和 30 例，年龄从 12 岁至 81 岁不等，

均龄为（39.78±3.65）岁；观察组患者 63 例，32 例男性患

者和 31 例女性患者，最大患者 80 岁，最小患者则为 11 岁，

患者均龄是（38.89±3.59）岁。患者性别及年龄等基本资料

差异较小，P值大于 0.05，可以比较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的是我院门诊常规的基础护理模式，指

导患者眼药的正确使用方法。为患者宣讲眼科基本知识，将

饮食禁忌告知患者等。 

观察组患者应用优质护理模式干预，护理内容可从以下

方面体现：①做好开诊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护理人员需要对

不同仪器进行检查以保证其运转的正常性，保证诊室的环境

整洁。同时，护理人员应在工作全过程始终贯彻优质护理理

念，秉承以人为本、真诚服务的工作态度为患者制定优质护

理服务方案；②待患者取号后为其提供视力眼压基本检查，

如果患者不会取号，护理人员需要为其进行针对性指导，尤

其是老年患者、伤残及幼儿等。为患者做视力眼压基本检查

需按先后顺序进行，不断优化筛查流程，鼓励患者预约就诊，

尽量减少患者门诊等待及登记时间；③合理设置绿色通道，

如果患者属于急诊，应秉承以人为本的优质护理理念为其开

通绿色就诊通道，绿色通道的设置还要视患者的实际年龄而

定。坚持首问负责机制，护理人员需全面掌握和把控患者的

实际需求，并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正确指导，如果是行动

不便的患者可租用轮椅，将优质护理中的便民服务落实到底；

④门诊的诊室护士应加强诊室巡视，实行一医一患一诊室来

全力保护患者的隐私，如果患者是危急病重婴儿或者早产儿，

需要优先处理或做好合理的安排等，护理人员还要做好护理

宣教的工作，对患者进行眼科知识的讲解和宣传，指导患者

进行眼药水的正确使用，将用药后的正常反应等详细告知患

者；⑤将门诊的高峰就诊段合理安排并定期开展科室研讨会，

成立专门的科室质控小组，由经验丰富、专业水平较高的人

员担任，实行每周小检、每月大检，并将检查结果公布在科

室工作群里，以此来强化护理人员的工作意识、质量意识等，

进而调动护理人员的服务积极性，不断提升其专业护理水平。 

1.3 指标观察 

对比两组患者的负面情绪评分和护理满意度。其中，负

面情绪评分越高表示患者焦虑、抑郁越严重。 

1.4 统计分析 

SPSS21.0 统计患者数据并分析处理，负面情绪评分应用

（ sx  ）来表示，%表示护理满意度，t和 x²检验计数资料，

P值小于 0.05 说明数据对比有统计意义。 

2 结果 

2.1 评估两组患者的负面情绪 

所有患者在护理干预前，负面情绪差异较小；不同护理

模式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负面情绪有了明显改善，观察组

焦虑评分为 39.08±3.37，抑郁评分为 40.56±2.79，而对照

组焦虑、抑郁评分分别为 46.12±3.37、49.61±3.07，数据

对比差异明显 P＜0.05，统计有意义。 

2.2 比较两组患者不同护理模式干预后的护理满意度 

从表 1可以看出，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77.78%，观察组

为 96.83%，前者明显低于后者，组间差异明显，统计有意义。 

表 1 不同护理模式干预后的护理满意度对比表（n，%） 

组别 例数 护理满意 护理一般满意 护理不满意 总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63 39 10 14 49（77.78）

观察组 63 50 11 2 61（96.83）

p     ＜0.05 

3 结论 

从我院本次研究可以得出，对门诊患者实施优质护理模式

后，不仅提升患者的就诊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使患者的负面

情绪得到有效改善，还加快患者眼睛康复速度。从统计数据显

示，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且负面情绪与对照组相比，

有显著改善，组间对比差异较大P＜0.05，具备统计意义。 

综上所述，将优质护理模式应用到眼科门诊分诊中，可

以有效降低患者的负面情绪，提升患者对科室护理的满意度，

干预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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