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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围术期护理干预在眼底病手术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19年10月－2020年10月我院收治的眼底

病手术患者共80例，根据护理方法的不同分为观察组、参照组，各40例。参照组实施围术期基础护理，观察组

在参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围术期护理干预。比较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心理状态、护理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并发

症率低于参照组，差异明显（P＜0.05）。观察组心理状态优于参照组，差异明显（P＜0.05）。观察组满意度高于

参照组，差异明显（P＜0.05）。结论 围术期护理干预可降低并发症率，改善患者心理状态，且能提高护理满意

度，值得进一步推广。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eriopera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fundus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fundus surgery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9 to October 2020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reference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perioperative basic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eriopera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periopera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reduce the complication rate,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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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病是临床常见的眼科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视网膜血管性疾病、视网膜脉络膜病变等，该病在临床

上以老年人最为常见。而随着近年来我国老年人群数量的增

加，眼底病的发生率也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其中，临床在对

患者实施治疗的过程中多会涉及手术治疗的方法，临床实践

表明[1]，手术治疗可眼底病患者的治疗中起到重要作用。但

就实际情况而言，接受此术式的患者大多实施局部麻醉，且

患者术中会处在清醒状态，因而患者围术期极易产生严重的

不良情绪，这则会对手术治疗效果以及术后恢复造成不良影

响，所以可在对患者护理的过程中适时围术期护理干预的方

法[2]。基于此，本次研究将围绕着围术期护理干预在眼底病

手术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论述，详细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眼底病手

术患者共 80 例，根据护理方法的不同分为观察组、参照组，

各 40 例。参照组男 21 例，女 19 例，年龄 54-76 岁，平均

年龄（63.54±3.47）岁；观察组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

54 -77 岁，平均年龄（64.08±3.12）岁；两组间的一般资料

对比并无显著差异（P＞0.05）。纳入标准：纳入研究的患者

均符合眼底病诊断标准及手术指征；可完成各项临床调查；

自愿参与研究者；排除标准：手术禁忌者；合并其他严重疾

病者；精神病史者；研究资料不完整者。 

1.2 方法 
1.2.1 参照组 
参照组应用围术期基础护理，包括常规用药指导、术前

准备、术中配合以及术后用药等。 

1.2.2 观察组 
观察组在参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围术期护理干预，详细如

下：（1）术前护理。罹患此病的患者容易产生严重的焦虑、

抑郁情绪，所以术前应同患者进行密切沟通，告知其手术的

重要性，并安抚患者的不良情绪，同时可采用列举成功案例

的方式鼓励患者。此外术前要做好常规准备，并做好手术室

准备，保证手术室温湿度的适宜，并做好消毒工作等。（2）

术中护理。术中协助患者取正确体位，确保患者无法随意活

动。其次要调整座椅与工具台的距离，使额部与下颌部能贴

合在头架上，确保四肢与身体处在轻松舒适的体位。手术开

始前告知患者不要移动身体，若要移动身体可发声示意医护

人员，以确保眼球位置。（3）术后护理。术后患者会出现眼

部酸胀、疼痛，所以要应用生理盐水进行冲洗或应用眼药水，

以消除炎症。同时术后要采用眼罩对眼部进行遮盖，避免强

光照射。同时患者术后可能会出现模糊等问题，可告知患者

是暂时性视力下降勿产生疑虑。其次术后要注意对患者并发

症的预防，告知患者术后避免剧烈运动，对于存在充血、肿

胀的患者，应及时采用激素类药物缓解，若出现眼压升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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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降眼压药物进行处理。 

1.3 指标观察 
比较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心理状态、护理满意度。并

发症包括眼压升高、视网膜出血、虹膜炎。心理状态应用焦

虑（SAS）、抑郁（SDS）自评量表，分值越低心理状态越好。

护理满意度使用科室自拟调查问卷，满意度=（满意+基本满

意）/例数×100%[3]。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进行处理，均数±平方差

（ sx  ）反映计量资料，例数率（%）反映计数资料，卡方、

t 值检验，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 
统计结果显示，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有差异，观察组

低于参照组，差异明显（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眼压升高 视网膜出血 虹膜炎 发生率

观察组 40 1 1 0 5.00%

参照组 40 4 2 2 20.00%

x2     4.114

P 值     0.043

2.2 对比两组的心理状态 
统计结果显示，两组的心理状态护理前无显著差异存在

（P＞0.05）。两组心理状态护理后有差异，观察组评分均低

于参照组，差异明显（P＜0.05）。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的心理状态（ ，分） 

SDS 评分 SAS 评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0 56.34±2.33 50.28±1.47 57.31±3.17 51.36±1.31 

参照组 40 56.51±2.25 53.31±1.66 57.27±3.04 54.02±1.65 

t  0.332 8.643 0.058 7.985 

P 值  0.741 0.000 0.954 0.000 

2.3 对比两组的护理满意度 
统计结果显示，观察组满意 20 例，基本满意 18 例，不

满意 2 例，满意度 95.00%，参照组满意 15 例，基本满意 14

例， 不满意 11 例，满意度 72.50%，观察组高于参照组

（x2=7.440，P=0.006），差异明显（P＜0.05）。 

3 讨论 

眼底病是眼科常见病、高发病，多发生于老年人，罹患

眼底病的患者，很容易出现眼部疼痛、水肿、流泪等表现[4]。

当前临床在对眼底病患者治疗时，多会涉及手术治疗的方

法，手术治疗可在患者的治疗中发挥重要的作用[5]。而眼底

病患者若不能及时接受治疗，便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后遗

症，进而对患者的生存质量造成不利影响[6]。因而，手术治

疗的开展有着一定的必要性，同时在进行手术治疗期间，还

应给予患者有效的护理。既往所实施的主要便是围术期基础

护理，此种护理方法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无法充分满足

患者的护理需求，因此可采用围术期护理干预的方法[7]。围

术期护理干预应用后，可以在术前显著加强对患者的心理疏

导，使患者可以对手术治疗有科学认识，并使其可以了解到

相关注意事项，这有助于减轻患者术中的不良情绪，并提高

患者的术中配合度[8]。其次通过此种方法的应用，还能加强

对患者术中环节质量的控制，从而保证手术的质量，确保术

中无突发事件发生[9]。最后在其应用后，患者的术后护理亦

能得到保证，继而降低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概率。大量临

床研究显示[10]，围术期护理干预的方法可以在眼底病手术患

者的护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应在患者的护理中及时采

用该种护理方法。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与参照组相比，观察组并发症发生

率更低，差异明显（P＜0.05）。与参照组相比，观察组 SAS、

SDS 评分更为理想，差异明显（P＜0.05）。与参照组相比，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更高，差异明显（P＜0.05）。由此可见，

在眼底病手术患者的护理中，仅采用围术期基础护理效果并

不理想，所以可在前者的基础上实施围术期护理干预。通过

围术期护理干预的应用，可大大降低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并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这同既往

报道的结果接近。表明围术期护理干预在此类患者的干预中

具有显著的价值，所以应积极推动其实际应用。另外还有报

道指出，此种护理方法应用后还能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但

因此次研究并未对该类指标进行探究，因而还有待日后开展

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围术期护理干预可降低并发症率，改善患者

心理状态，且能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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