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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血管造影检查中应用综合性护理干预的效果探讨 

李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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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对接受眼底血管造影检查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实施综合性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 抽
取 2023 年 4 月-2024 年 4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眼底血管造影检查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 78 例，以随机信封法分

组，接受常规护理的患者为对照组，共 39 例，在上述护理内容的基础上接受综合性护理干预的患者为观察组，

共 39 例，对比眼部图像质量评分、不良反应发生率及对护理的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眼部图像质量评分及对护理

的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接受眼底血管造影检查的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可提高眼部图像质量，降低不良反应发生风险，患者对此护理模式的满意度更高。 
【关键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血管造影检查；综合性护理 
【收稿日期】2024 年 8 月 5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9 月 25 日     【DOI】10.12208/j.ijnr.20240274 

 

Discussion of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fundus angiography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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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retinopathy undergoing fundus angiography. Methods Selected 78 patients with diabetic retinopathy who underwent 
fundus angiography examination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April 2023 and April 2024, randomized envelope patients as the 
control group, 39 patients, 39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eye image quality scor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Results The eye image quality score and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diabetic retinopathy patients undergoing fundus angiography can 
improve eye image quality and reduce the risk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patients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is car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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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眼底血管造影检查是诊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以及黄斑病变等眼病时的重要检查方案，可为后续制

定精准治疗方案提供可靠的影像依据[1]。绝大多数情况

下，患者对造影剂（荧光素钠）的耐受性均较为理想，

但是也有个别患者会出现恶心呕吐、过敏等不良反应
[2]。而且，患者对眼底血管造影检查认知不足，不仅会

产生较强的恐惧情绪，检查过程中的配合度不到位也

会对造影图像质量造成不利影响[3]。为此，除了要严格

遵守操作规范进行检查外，还要密切关注患者的反应

并给予相关护理干预，常规护理效果不够理想，综合性

护理是一套全面且细致的护理方案。本次研究目的即

在于分析此病患者行眼底血管造影检查过程中应用综

合性护理干预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2023 年 4 月-2024 年 4 月，共纳入研

究对象 78 例，均为在我院接受眼底血管造影检查的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 
纳入标准：①自愿入组并签署同意书；②无眼底血

管造影检查禁忌症；③无交流障碍。 
排除标准：①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患者；②重要脏

器功能不全者；③严重心血管疾病患者。以随机信封法

分组，39 例/组，对照组年龄 40-72 岁，平均（56.22±
7.76）岁，女 18 例，男 21 例；观察组年龄 40-73 岁，

平均（56.85±7.84）岁，女 17 例，男 22 例；两组一般

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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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眼底荧光素血管造影检查，对照

组患者在检查期间接受常规护理： 
①检查前了解患者有无过敏史，让患者或家属阅

读知情同意书并签字，为患者滴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

间隔 15min 滴 1 次，共滴 3 次，使瞳孔扩大至 7-8mm，

以确保眼底血管充分暴露，散瞳后需让患者口服巴来

酸氯苯那敏及甲氧氯普胺以预防过敏或胃肠道不良反

应。 
②行静脉穿刺并置入留置针，缓慢注入荧光素钠

皮试液，皮试结果无异常则可推注造影剂进行眼底检

查。 
③检查过程中指导患者转动眼球。 
④检查完毕叮嘱患者外出时需佩戴墨镜，尽量避

免户外活动，也不要开车，告知患者多饮水以促进造影

剂排出，叮嘱患者 7d 内不可饮酒。 
观察组在上述护理内容的基础上接受综合护理干

预： 
①造影前需对患者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了解

患者有无过敏史，重点关注患者肝肾功能、心脏功能有

无异常，血压是否正常；对患者是否适合眼底血管造影

检查进行全面评估，并评估可能发生的风险问题，若患

者风险等级较高时需进一步进行深入检查。若患者患

有糖尿病或高血压时，检查前一定严格用药以将血糖

或血压值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②健康宣教，详细向患者讲解眼底血管造影检查

的目的及必要性，讲解眼底血管造影检查的具体操作

流程及配合要点；告知患者此项检查的安全性以消除

患者的顾虑。指导患者进行 9个方位的眼球运动练习，

可通过亲自示范或是视频展示的方式向患者讲解以进

一步提高练习效果，确保在检查过程中患者能够及时

听从指令转动眼球。 
③心理护理，眼底血管造影检查会给患者造成一

定的心理压力，需通过主动交流与患者快速建立起良

好的关系，耐心解答患者的疑问，还可邀请已经完成此

项检查的病友亲自分享经验，以进一步缓解患者的负

性情绪。 
④不良反应护理，部分患者在接受眼底血管造影

检查后会出现恶心呕吐或皮疹等过敏反应，需要进行

密切观察，在皮试后密切观察患者有无不适反应以保

障检查安全性。在检查前还可遵从医嘱让患者服用抗

过敏药物以降低过敏反应发生风险，但是，此类药物可

引起患者产生疲倦感，需叮嘱患者完成检查后的 6h 内

不可驾车，也不可进行高空作业以免发生意外。⑤做好

应急准备工作，一旦患者出现出血、过敏等突发状况时

需马上停止检查，并配合医师完成急救工作。 
1.3 观察指标 
1.3.1 对比眼部图像质量。由具有丰富经验的医师

评分，评分范围 0-5 分，分值越高提示图像质量越好。 
1.3.2 对比不良反应。包括过敏反应、神经系统反

应和胃肠道反应。 
1.3.3 对比护理满意度。利用自制量表评价满意度，

此表满分为 100 分，低于 75 分为不满意，75-90 分为

满意，90 分以上为非常满意；满意度=（满意例数+非
常满意例数）/本组总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将调查中的相关数据输入到 SPSS 26.0 统计学软

件包予以处理，计数资料应用 n（%）描述，计量资料

应用（ x ±s）描述，组间经 t 和 χ2检验，P＜0.05 表示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眼部图像质量 
观察组眼部图像质量评分为（3.65±0.27）分，对

照组眼部图像质量评分为（3.00±0.25）分，观察组评

分高于对照组（P＜0.001，t=11.031）。 
2.2 对比不良反应 
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23.08%，观察组不良反应

发生率：2.56%，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2.3 对比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护理满意度：79.49%，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97.44%，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0.05），见表 2： 
表 1  对比不良反应（n，%） 

组别 例数 过敏反应 神经系统反应 胃肠道反应 合计 

对照组 39 4（10.26） 2（5.13） 3（7.69） 9（23.08） 

观察组 39 0（0.00） 0（0.00） 1（2.56） 1（2.56） 

χ2     5.620 

P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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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39 17（43.59） 14（35.90） 8（20.51） 31（79.49） 

观察组 39 22（56.41） 16（41.03） 1（2.56） 38（97.44） 

χ2     4.522 

P     0.033 

 
3 讨论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患者最为常见的一种

并发症，主要表现为视力逐渐下降。导致此病发生的主

要原因在于，血液中血糖浓度过高对眼部毛细血管及

眼部神经层毛细血管造成了侵犯，血流不畅导致了眼

部缺血区，缺血区域会随着病情的进展不断扩大，并引

起视膜网组织病变[4-5]。眼底荧光素血管造影检查是一

种安全且高效的医学诊断技术，在临床诊断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时发挥了其他检查项目无法替代的作用[6-7]。

但是，此项检查需要注射荧光素，且需要进行特定激光

照射，检查十分复杂繁琐，对于而言，此项检查会对其

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及生理反应。为此，有必要对患者

进行有效的心理护理并借助一系列干预措施以缓解其

负性情绪，提高其对该项检查的认可度及配合度。同时，

还需要对患者实施全面的健康宣教以提高患者对此项

检查的认知水平，进一步提高检查过程中的配合度和

依从性，以提升检查质量[8]。 
本次研究中，对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实现了综合性护理干预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该组眼

部图像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且对护理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分析原因：综合性护理干预在实施过程中强调

以患者的病情特点、护理需求及个体差异制定具有个

体化、全方位的护理干预方案。切实了解患者的护理需

求，对护理内容进行完善和优化，进而有助于提升护理

效果。 
综上可见，对接受眼底血管造影检查的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患者实施综合性护理干预可有效提升眼部图

像质量，降低不良反应发生风险，可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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