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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护理不安全因素分析及防范对策 

庞 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眼科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对眼科护理中不安全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并制定针对性解决措施。方法 研究中共

选取 114 例眼科患者进行对比实验，以时间为区分方式将其分为实施前的对照组与实施后的观察组，每组

随机抽取 57 例患者，对比在实施防范措施后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满意度。结果 在将所记录的数据进行整合

后可见，在实施前眼科护理中存在较多的不安全因素，这也导致各风险事件频频发生，而在实施相应对策

完善优化后明显得到改善，不良事件发生率有显著降低，同时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也大大提升。（P＜
0.05）。结论 由此可见，只有对眼科护理中不安全因素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在此基础上制定具有针对性特

点的防范措施，为患者的生命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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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unsafe factors in eye care, and to 
formulate targeted solutions. Methods: A total of 114 ophthalmological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in the study,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before implementation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implementation by time. 57 pat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each group to compare adverse 
event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eventive measures Incidence and satisfaction. Result: After integrating the 
recorded data,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are many unsafe facto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ophthalmic care, which 
also leads to frequent occurrence of various risk events, which a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perfection and optimization, and adverse events. The incidenc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has also been greatly improved. (P<0.05). 
Conclusion: It can be seen that only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unsafe factors in ophthalmic care can make 
specific preventive measures on this basis and provide a strong guarantee for the life and health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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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眼部作为人体重要器官，其有着精细化的特点，

轻微的损伤都会引起各种病症，严重影响患者的实

力，眼科护理工作也有着高风险的特点，对此就需

要不断的进行优化完善，从而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

风险性。本次研究结合以往经验对眼科护理中的风

险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并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具

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院内眼科 2018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收治的

患者中采取摇号方式随机选取114例作为研究对象，

将其分为 6 个月为一组，2018 年 1 月~6 月为实施前，

7~12 月为实施后，对照组与观察组男女人数及平均

年龄分别为 32、25 例（49.33±7.16）岁与 30、27 例

（50.84±9.73）岁，两组患者基本资料相对较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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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管理方式，对患者进行用

药、饮食、休息、康复训练指导，以此来促进患者

尽快康复。 
观察组结合以往经验对各不良事件进行全面分

析，找出问题所在后制定针对的解决措施，以此来

起到有效地防范作用，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事件的

发生率，为患者的生命健康提供保障。 
不安全因素分析：①护理人员，眼科中的患者

大都有着一定的视力障碍，需依靠他人的辅助，这

也给护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护理人员对患

者的病情情况不够了解、工作经验不足、在入院时

未进行健康宣教，且未能及时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

沟通将注意事项详细告知的话，极易引发各种不良

事件发生。同时因每位患者的病情有着较大的差异

性，因此护理的范围、工作内容也不尽相同，再加

上该工作本就有着繁重性特点，护理人员常会因无

暇顾而严重影响护理质量，这也导致护患关系也逐

渐恶化，纠纷事件频频发生[1]。②患者因素，因多

数患者对自身疾病相关知识了解甚微，而且在疾病

的困扰下患者的视力较为低下，在难以适应的情况

下常会发生跌倒、碰撞等风险事件。而且出于对疾

病的担心以及治疗效果的未知性，患者的情绪会发

生较大的变化，焦躁不安、不配合治疗是其主要表

现，这也给护理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严

重影响治疗效果。③环境因素，病房内的物品摆放

缺乏整齐性、光线较差、地面湿滑等都会给患者埋

下较大的安全隐患，不利于患者的康复[2]。 
对应防范措施：①提升护理质量，作为护理工

作的参与者与实际实施者，其专业技能水平及综合

素养与护理质量有着密切关联，对此还应当定期展

开培训，以此来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同时还

需与护理人员共同分析各种不安全因素，将其危害

性详细讲解，并采取落实岗位责任的方式，帮助护

理人员树立责任意识，使其能够认识到自身工作规

范性的重要性，这对其自我管控能力的提升也可起

到积极促进作用[3]。②加强患者管理，在患者入院

时，应当做好健康宣教工作，将治疗方式、效果、

并发症的危害性、注意事项等一一为其讲解，以此

来提高患者的认知，在做每一项检查前还应当告知

其必要性，在将未知转为已知的情况下，患者的情

绪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并积极配合治疗，规范

自身行为，保证治疗、护理都能够顺利开展，这也

可从根本上提高治疗效果。③优化环境，在患者恢

复过程中，还应当为其提供相对较为安全及舒适的

环境，降低外界因素对患者康复的干扰，同时因光

线过强会过弱都会给患者的眼部造成刺激感，对此

护理人员需做好相应的调节工作。同时病房内的物

品需摆放整齐，做好归纳工作，并保持地面时刻处

于干净状态，有条件可铺设防滑垫、设立栏杆等，

以此来避免患者意外跌倒等不良事件发生[4]。 
1.3 观察指标 
在患者住院治疗期间密切关注其各项生命指征

变化情况，及时发现各类异常情况，同时在不良事

件发生时，在采取相应措施后还应当做好记录工作，

为后期对比提供精确数据信息。为获取患者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度情况，可将自制的满意度调查表发放

给患者，其中包含了院内环境、护理人员专业能力、

态度等等，患者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打分，总分为

100 分，根据分值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

不满意四个评判标准，分别对应 90~100 分、80~89
分、60~79 分、≤59 分。总满意率=（80 分以上人

数总和）÷小组总人数。若观察组的各项指标均优

于对照组，表明该防范措施具有一定效用价值。 
1.4 统计学处理 
患者的基本资料与满意度及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研究中的计数资料，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收集、

整合、分析。前者数据检验时使用标准差（x±s）
完成，后者数据检验时使用%（百分比）完成，t、
X2 用于检验，在数据对比后 P＜0.05，则表明数据

相比差异较大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从数据上来看，在实施风险管理前，对照

组不良事件发生率相对较高，而在实施后，发生情

况明显有所好转，仅为 2 例，总发生率分别为

17.54%、3.51%，两组差异显著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格 1 所示。 

2.2 在实施干预措施前后对患者满意度进行收

集，对照组非常满意为 22 例比较满意 21 例，一般

8 例，不满意 6 例，总满意率为 43（75.44%）而观

察组以上评判例数分别为 31、22、4、0 例，总满意

率为 53（92.98%），由此可见，在采取相应措施后，

患者的满意率明显得到提升。（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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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风险管理前后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x±s） 

组别 n 感染 摔倒/坠床 用药错误 护患纠纷 总发生率（%） 

对照组 57 4 3 1 2 10（17.54） 

观察组 57 1 1 0 0 2（3.51） 

X2  5.916 4.882 6.395 7.461 6.726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与其他科室相比，眼科患者因疾病位置特点不

良事件发生率相对较高，这也给护理工作增加了较

大的压力，而且在出现视力障碍后对其生活造成了

一定干扰，患者的情绪会随之受到影响，对此就需

要及时对各不安全因素进行详细分析，并制定针对

性措施[5]。本次研究对比防范措施实施前后不良事

件发生率与患者对护理满意度，通过所整合的数据

来看，实施后的观察组各指标明显较优。（P＜0.05）。 
综上所述，加强眼科护理安全防范工作可有效

降低护理过程中的风险，使得护理工作更加的规范，

为患者的生命健康提供保障。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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