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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在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护理中

的应用效果分析

季敏洁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在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护理中应用心理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选择本院 2019年 2月至 2020年 1月间收治的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 88例作为分析对象，采用双盲法将其分为常规组和试验组，常规组 44例、试验组 44例。其中常规组患者行

常规护理干预，试验组患者在常规组基础上行心理护理干预。对比二组患者 SDS评分、SAS评分、生活质量评分。结果：常规组的 SDS
评分、SAS评分相较于试验组明显更高，试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相较于常规组明显更高，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护理中应用心理护理干预效果较好，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患者心理状况，在临床护理中值得广泛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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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是临床眼科常见疾病，主要是由于前房角

突然关闭导致眼压急剧升高。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发病机制尚不明

确，常见症状有视力急骤下降、虹视、剧烈眼痛，伴发热、呕吐、

恶心、同侧头痛等，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身心健康，使患者

产生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对患者治疗效果具有不利影响。因

此选择科学、合理的护理方式为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对改善患者心

理状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心理护理干预主要是

在传统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根据患者情绪、疾病所实施的护理干预

手段[1]。本研究选择本院 2019年 2月至 2020年 1月间收治的急

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 88例作为分析对象，旨在探讨在急性闭角

型青光眼护理中应用心理护理干预的效果，总结如下。

1临床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为 2019年 2月-2020年 1月间我院收治的 88
例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选用双盲法将其分为常规组 44例和

试验组 44例。本次实验研究中常规组男性 20例，女性 24例，

年龄为 26～72周岁(59.73±5.26)周岁。试验组男性 21例，女性

23例，年龄为 25～71周岁(59.61±5.17)周岁。入组患者资料比

较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常规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护理标准为：叮嘱患者忌烟酒，

指导患者饮食，多食低盐、高蛋白、易消化食物，多吃水果、蔬

菜等维生素含量较高的食物，少食或禁食刺激性食品。帮助患者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按时作息，睡前热水泡脚，保证患者充足

睡眠，为患者进行健康宣教等。试验组在常规组基础上实施心理

护理干预，具体护理流程如下：①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心理多

表现为恐惧、紧张、焦虑等状态，一般性情急躁易怒，患者对于

环境变化极为敏感，护理人员应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举

止文明礼貌，态度和蔼可亲，积极与患者沟通，为患者讲解疾病

相关知识以及医院环境相关情况。做好患者的思想工作，指导患

者选择适当的方式发泄负性情绪。为患者耐心解释急性闭角型青

光眼发病与情绪密切相关，善于引导患者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使患者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心情舒畅，以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

②护理人员应密切观察患者用药后的反应，由于患者频繁使用缩

瞳剂，可能会发生眩晕、气虚、盗汗等症状，护理人员应积极询

问患者主观感受，及时为患者擦汗，采取相应保暖措施，在进行

静脉穿刺时，护理人员应保证一针见血，提升患者对护理人员的

信任感，同时应避免药液外渗或外漏，以免引起患者局部组织肿

胀疼痛，尽量减少由于其他因素导致的患者情绪低落。③护理人

员还应保证治疗环境安静舒适，保持患者良好的睡眠，在患者入

睡前与患者交流，安抚患者情绪，适当垫高患者枕头，避免巩膜

静脉压增高，导致眼压增高。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 SDS评分、SAS评分、生 活

质量评分进行对比观察。使用抑郁自评量表与焦虑自评量表评估

SDS评分、SAS评分，分数越高证明越抑郁、焦虑。生活质量评

分根据 QLQ—c30生存质量评分量表进行评价，主要包括社会功

能、生理功能、情感职能、躯体疼痛，其中各项分值范围分别为

0-100分，分值越高证明患者生活质量越高。

1.4数据处理

本次实验研究将 88例在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护理中应用心理

护理干预的效果患者数据录入统计学软件 SPSS22.0中，其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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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X ±S）进行 SDS评分、SAS评分、生活质量评分计量资料

对比，用 t进行结果检验，如 P＜0.05数据存在显著差异，说明

存在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组间患者 SDS评分、SAS评分分析

常规组的 SDS评分、SAS评分相较于试验组明显更高，予以

统计学检验，组间数据差异明显（P＜0.05），存在统计学分析意

义。

表 1 组间患者 SDS评分、SAS评分分析（ X ±S）

组别 例数（n） SDS（分） SAS（分）

试验组 44 46.12±1.33 46.15±4.14

常规组 44 55.26±1.72 52.68±2.51

t 27.8846 8.9467

p 0.0000 0.0000

2.2组间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分析

试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相较于常规组明显更高，予以统计学

检验，组间数据差异明显（P＜0.05），存在统计学分析意义。

表 2 组间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分析（ X ±S）

组

别

例数

（n）
社会功能

（分）

生理功能

（分）

情感职能

（分）

躯体疼痛

（分）

试

验

组

44
81.75±
4.23

81.43±
4.36

79.01±
3.39

79.48±
4.59

常

规

组

44
72.95±
4.51

72.36±
4.35

69.93±
3.55

68.12±
5.36

t 9.4403 9.7685 12.2702 10.6782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讨论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是发病率较高的眼科急症，主要是由于患

者房水排出不畅且房角紧急关闭导致眼压急速升高，与眼部过度

疲劳、家族遗传、外界刺激等因素直接相关。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临床主要表现为眼睛疼痛、呕吐、恶心、头痛等，且患者发病后

若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干预措施，会导致患者视力下降，使患

者产生系列负性情绪，对患者后续治疗具有不利影响。因此在为

患者进行治疗的同时辅以合理、有效的护理干预手段极其重要[2]。

心理护理干预主要是指在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通过各种途

径与方式积极对患者心理活动进行影响，而达到护理目标的心理

治疗方式。保证患者在自身条件下获得最适宜的身心状态。根据

患者实际情况与心理活动规律为患者进行一系列心理护理干预

措施，影响患者认知与感受，尽可能帮助患者建立有益于治疗与

康复的最佳心理状态，改变患者情绪与行为，促进患者尽早康复

[3-4]。本次研究表明，对两组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实施不同护理

后，常规组的 SDS评分、SAS评分相较于试验组明显更高，试验

组的生活质量评分相较于常规组明显更高，差异显著（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在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护理中应用心理护理干预效

果较好，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患者心理状况，具有

重要的临床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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