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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角膜炎患者中的应用 

原旭飞，冯艳艳 

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长治 

【摘要】 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在角膜炎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抽取我院收治的角膜炎患者 100 例进行研

究，双色球法分为两组，对照组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重点加强健康教育，对比两组效果。结果 
护理结束，观察组患者在角膜炎知识、治疗方法、日常注意事项等方面知晓率更高，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更高，组间差异显著（P<0.05）；护理前，两组生活质量无明显差异（P>0.05），

护理后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满意度更高，差异显著（P<0.05）。结论 角
膜炎患者中加强健康教育，一方面可提高患者认知水平，另一方面可改善预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促使患者更

满意，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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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in patients with kera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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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health education in patients with keratitis.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keratiti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or study. The two color ball method wa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focused on strengthening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h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t the end of nursing,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higher awareness rate of keratitis knowledge, treatment methods and daily precaution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Before nurs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 0.05);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P < 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health education in patients with keratitis can improve the cognitive level of patients on the one hand,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on the other hand, and make patients more satisfied. It is 
worth ap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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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炎是常见眼病之一，主要是真菌感染所致，

有较高的致盲性，而且真菌感染后容易导致角膜溃疡。

从国内相关报道看出，我国真菌性角膜炎多为农民，

这主要在于大部分农民对角膜炎认知水平较低，发病

初期大量采取抗生素或激素类药物治疗，从而破坏眼

表正常环境，一旦菌群失调，则为真菌繁殖营造机会，

最终加重病情，诱发炎症反应[1]。临床治疗角膜炎多采

取药物治疗，而早期诊断与治疗可提高临床效果，但

不同的药物治疗效果有一定差异[2]。但从既往报道看出，

大部分角膜炎患者对疾病知识、治疗方法、日常注意

事项等不了解，导致他们治疗期间配合度不佳，从而

影响预后，而疾病自身会给患者正常的生活带来不便，

从而导致他们的生活质量不佳[3-4]。为此，针对角膜炎

患者应积极做好健康教育，全面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

才能更好地配合完成治疗与护理，保障预后[5]。本文就

我院收治的 100 例角膜炎患者进行研究，旨在探究健

康教育的应用价值，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我院收治的角膜炎患者 100 例进行研究，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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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球法分为两组，每组 50 例，入组时间 2020 年 1 月

~2022 年 1 月。纳入对象有完整资料，确诊符合角膜炎

标准[6]，愿意配合研究，同时排除脏器严重病变、恶性

肿瘤、其他眼病、精神疾病等患者。对照组：男 29 例、

女 21 例；年龄 20~68 岁，均值（35.96±5.04）岁；病

程 3~20d，均值（5.92±1.34）d。观察组：男 27 例、

女 23 例；年龄 20~68 岁，均值（35.34±5.43）岁；病

程 3~20d，均值（5.76±1.61）d。组间一般资料，无显

著差异（P>0.05），可比较。 
1.2 方法 
（1）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介绍角膜炎疾病基

本知识，比如告知患者角膜自身无血管，代谢能力低，

溃疡面愈合缓慢，炎症病灶愈合后会留下疤痕，加上

病程长，需及时药物干预，控制病变蔓延等；告知患

者尽早控制炎症的重要性，保护视力或眼球完整，告

知早期预防的重要性，促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及护理。

同时，做好心理干预，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了解患

者的情绪变化，针对负面情绪针对性疏导，尽量缓解

或消除负面情绪，提高治疗信心。此外，做好对症护

理，比如畏光患者可指导其佩戴茶色眼镜，避免强光

刺激；流泪或分泌物较多，则采取清洁的手帕及时擦

拭。 
（2）观察组：本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强健康教育，

措施有：①健康教育方式：可采取语言宣教。从入院

到出院期间，均做好健康教育。比如书写护理病历时，

对患者情况提出护理诊断，结合患者问题随时宣教，

指导护理问题得到解决。健康宣教时注意语气与态度，

要和蔼亲切，让患者感觉到温馨。同时，结合患者的

文化水平、接受能力，采取不同的语言形式宣教，尽

量让患者了解与掌握相关知识。可采取文字表达的方

式宣教，比如设置宣传栏、板报，交由专人负责，定

期更换，内容包括疾病知识、治疗方法、日常注意事

项等，内容丰富，但要注意通俗易懂。 
1.3 观察指标 
（1）护理后相关知识认知水平比较，主要从角膜

炎知识、治疗方法、日常注意事项等方面调查，每个

方面满分 100 分，不低于 70 分为知晓、＜70 分为不知

晓。 
（2）临床效果比较，标准[7]为：角膜溃疡面愈合，

前房积脓消失为显效；角膜溃疡面减小，前房积脓减

少为有效；未能达到前述要求或恶化为无效。总有效

率=显效率+有效率。 
（3）护理前后生活质量比较，参考 GQOL-74 量

表[8]，从四个方面评价，满分均为 100 分，评分越高则

越好。 
（4）患者满意度比较，用自制问卷调查，最高 100

分，90 分以上满意、70-90 分尚可、＜70 分不满意，

患者满意度=满意率+尚可率。 
1.4 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与计量资料分别用%、 表示，检验

方法分别为 χ2 、t 检验，统计学软件为 SPSS20.0 ， 
P<0.05 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护理后相关知识认知水平比较 
护理结束，观察组患者对角膜炎知识知晓率为

96.00%、不知晓率为 4.00%，治疗方法知晓率为 94.00%、

不知晓率为 6.00%，日常注意事项知晓率为 96.00%、

不知晓率为 4.00% ，对照组对角膜炎知识知晓率为

82.00% 、不知晓率为 18.00% ，治疗方法知晓率为

84.00%、不知晓率为 16.00%，日常注意事项知晓率为

82.00%、不知晓率为 18.00%，统计学分析显示，观察

组对角膜炎知识、治疗方法、日常注意事项知晓率均

高于对照组，χ2=6.563、6.275、6.441，P 均＜0.05。 
2.2 临床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显效 33 例、有效 16 例、无效 1 例，

总有效率为 98.00%，对照组患者显效 29 例、有效 15
例、无效 6 例，总有效率为 88.00%，观察组总有效率

更高，差异显著，χ2=6.017，P<0.05。 
2.3 生活质量比较 
护理前，两组生活质量无明显差异（P>0.05 ），

护理后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差异显著

（P<0.05），见表 1。 
表 1 生活质量对比（ ，分） 

躯体功能 物质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50） 68.74±3.13 84.19±2.34 68.86±3.47 84.28±2.35 68.94±3.28 84.84±2.36 68.68±3.34 84.38±2.65 

对照组（50） 68.44±3.27 78.25±2.78 68.74±3.58 78.38±2.74 68.84±3.35 78.49±2.76 68.63±3.24 78.54±2.16 

t 0.088 4.936 0.033 4.588 0.046 4.668 0.024 4.755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4 患者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对患者满意 34 例、尚可 15 例、不满

sx 

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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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1 例，患者满意度为 98.00%，对照组患者对患者满

意度 27 例、尚可 16 例、不满意 7 例，患者满意度为 86
.00%，观察组患者满意度更高，差异显著，ꭓ2=6.117，P<0.0
5。 

3 讨论 
角膜炎是全球致盲性疾病之一，而在我国是发病

率最高的一类致盲性角膜病变，其中早期病变可采取

药物治疗，多可治愈，但对于严重或进展期角膜炎，

单纯药物治疗作用有限，而且疗程较长，多需要角膜

移植手术治疗[9]。总的来说，角膜炎发病后一方面会导

致视力降低，影响患者正常的生活与工作，另一方面

还可能导致负面情绪滋生，影响治疗与护理依从性，

不利于预后，造成其生活质量下降。出现这种情况的

原因之一在于大部分患者对疾病知识、治疗方法及注

意事项等不了解，为此要做好健康宣教。 
针对角膜炎患者开展系统化的健康宣教，通过不

同的健康宣教方式，确保教育丰富多样，满足患者的

需求，提高他们的接受度。同时，提高患者对角膜炎

知识、治疗方法及日常注意事项的了解程度，促使其

积极配合治疗与护理，减少不良诱因，降低并发症率。

从入院到出院，护理人员积极做好用药指导、生活指

导及心理干预，不断提高患者的自身素质，促使他们

积极配合，增进护患关系[10]。此外，还对护理人员提

出更高要求，促使他们不断学习与进步，除了掌握基

础护理知识，还兼顾社会学、心理学、药理学及营养

等，全面提升其护理潜能。 
综上，角膜炎患者中加强健康教育，一方面可提

高患者认知水平，另一方面可改善预后，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促使患者更满意，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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