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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W 理论辅助健康教育在眼科患者手术室护理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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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在眼科患者手术室护理过程中应用行为改变模式（BCW）理论辅助健康教育的临床效果。

方法 择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 100 例眼科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患者临床护理存在差异性，故根据护

理措施将患者分组，采用常规手术室护理者纳入参照组（50 例），采用 BCW 理论辅助健康教育者纳入研究组（50
例），对比护理效果，统计患者负性情绪评分（SAS、SDS）、对疾病知识的掌握情况（疾病知识、手术知识、

遵医行为、日常保健）、患者依从性、术后恢复情况（视力、住院时间）、护理满意度两组数据，通过数据统计

后对比来判定护理措施的有效性。结果 患者负性情绪评分、对疾病知识的掌握情况、患者依从性、术后恢复情

况、护理满意度各项数据统计后对比，两组具有明显差异，且研究组优于参照组（P＜0.05）。结论 在眼科患者

手术室护理过程中应用行为改变模式（BCW）理论辅助健康教育的临床效果理想，可明显缓解患者负性情绪，同

时增强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提高患者临床治疗依从性，促进术后视力恢复，促使患者尽早出院，护理措

施得到患者满意，具有广泛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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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pplying the behavior change model (BCW) theory to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operation room nursing of eye patients.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eye surgery from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clinical nursing of patient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nursing measures, with routine operating room nurses included in the reference group (50 cases) 
and health educators assisted by BCW theory included in the study group (50 cases), and nursing effects were compared. 
Patients' negative emotion score (SAS, SDS), mastery of disease knowledge (disease knowledge, surgical knowledge, 
compliance behavior, daily health care), patient complianc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vision, length of sta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unted and compar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nursing measures. Results After statistical 
comparis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negative emotion score, mastery of disease 
knowledge, patient complianc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behavior change model (BCW) theory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ophthalmic patients in the operating room has ideal clinical effect,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patients' negative 
emotions, enhance patients' grasp of disease knowledge, improve patients' clinical treatment compliance, promote 
postoperative visual recovery, promote patients to leave hospital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obtain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measures. It has wide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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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手术指的是通过外科技术手段，对眼部结构

进行修复、改善或重建，以治疗眼部疾病、矫正视力问

题或美化眼部外观的一系列医疗操作。眼科手术的目

的在于恢复或改善患者的视力功能，减轻眼部疾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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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1]。眼科手术是涉及眼

睛及其相关结构的专业性很强的手术类型，因其复杂

性和特殊性，手术中的护理显得尤为重要。有效的护理

不仅有助于手术的成功进行，还能确保患者的安全和

舒适。然而，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患者护理不仅注重

疾病的治疗，更注重患者的全面健康和心理状况[2]。眼

科手术作为一项精细且复杂的医疗过程，对患者及家

庭来说，往往伴随着高度的心理压力和焦虑。因此，探

索一种更加全面、有效的护理模式，以改善眼科患者的

护理体验和提高手术效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重点分

析在眼科患者手术室护理过程中应用行为改变模式

（BCW）理论辅助健康教育的临床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 100 例眼科手术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患者临床护理存在差异性，故根据

护理措施将患者分组，研究组：年龄 18-70 岁，均数

（44.33±2.45）岁，男性 30 例，女性 20 例；参照组：

年龄 20-70 岁（45.56±2.39）岁，男性 29 例，女性 21
例；两组患者均符合本次研究标准，患者资料通过统计

学检验 P＞0.05，可开展本研究。 
1.2 方法 
参照组：常规手术室护理，方法为：（1）术前：

①术前检查：血常规、尿常规、凝血功能等常规检查。

心电图、胸片等必要的辅助检查。眼部特检，如视力、

眼压、眼底检查等。②心理护理：向患者解释手术目的、

过程和预期效果，减轻患者紧张情绪。鼓励患者表达内

心感受，并提供心理支持。③术前准备：清洗手术部位，

保持眼部清洁。术前禁食禁水，按照医生要求执行。遵

医嘱给予术前用药，如镇静剂、抗生素等。（2）术中：

①核对患者信息：确认患者身份、手术方式及手术部位

无误。②术中观察：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包括呼吸、

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观察患者情绪变化，及时

给予安慰和鼓励。③与医生配合：准确传递手术器械和

材料，确保手术顺利进行。协助医生调整患者体位，便

于手术操作[3]。 
研究组：常规护理同时给予患者 BCW 理论辅助健

康教育，方法：①评估阶段：在眼科手术室护理开始前，

首先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包括患者的心理状态、知识

水平、社会支持等方面[4]。同时，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

了解患者对眼科手术及术后康复的认识和需求，为后

续的健康教育提供依据。②健康教育设计：基于 BCW
理论，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设计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方

案。在能力方面，提供患者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行为监

管能力，如手术原理、术后护理方法、自我观察等；在

机会方面，创造有利于患者行为改变的外部条件，如提

供合适的康复环境、鼓励家属参与等；在动机方面，激

发患者改变行为的信念和动力，如强调手术成功后的

生活质量提升等[5]。③健康教育实施：采用多种形式实

施健康教育，如口头讲解、图文展示、视频播放等。在

手术室护理过程中，将健康教育贯穿于术前准备、术中

配合、术后康复等各个环节。护理人员应密切关注患者

的情绪变化，及时给予心理疏导和支持。同时，鼓励患

者与家属共同参与健康教育，增强家庭护理能力。④健

康教育效果评估：在健康教育实施后，对患者进行定期

随访和评估，了解患者对眼科手术及术后康复的掌握

情况、行为改变情况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等。通过对比

患者教育前后的差异，评估健康教育的效果，为后续的

健康教育提供参考和改进方向[6]。 
1.3 判定标准 
对比护理效果，统计患者负性情绪评分（SAS、

SDS）、对疾病知识的掌握情况（疾病知识、手术知识、

遵医行为、日常保健 ）、患者依从性、术后恢复情况

（视力、住院时间）、护理满意度两组数据，通过数据

统计后对比来判定护理措施的有效性。 
1.4 统计学方法 
计数（n%）代表率，检验用 χ2；计量用（x±s），

检验用 t。文中所体现的数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

深入处理，若显示 P＜0.05， 说明了有意义。 
2 结果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SAS、SDS 评分情况（x±s）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50 62.64±2.36 34.59±2.32 60.38±2.48 35.33±2.61 

参照组 50 62.43±2.35 42.19±2.31 60.58±2.62 43.58±2.23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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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两组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情况（x±s） 

组别 例数 疾病知识 手术知识 遵医行为 日常保健 

研究组 50 92.28±2.29 91.42±2.41 92.25±2.14 92.39±2.25 

参照组 50 82.37±2.17 81.53±2.24 81.34±2.18 82.68±2.18 

P  ＜0.05 ＜0.05 ＜0.05 ＜0.05 

表 3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研究组 50 35（70.00%） 14（28.00%） 1（2.00%） 49（98.00%） 

参照组 50 21（42.00%） 21（42.00%） 8（16.00%） 42（84.00%） 

P     ＜0.05 

表 4  对比两组术后恢复情况（x±s） 

组别 例数 视力（°） 住院时间（d） 

研究组 50 0.98±0.27 6.08±0.23 

参照组 50 0.80±0.13 10.48±1.01 

P  ＜0.05 ＜0.05 

表 5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50 36（72.00%） 13（26.00%） 1（2.00%） 49（98.00%） 

参照组 50 20（40.00%） 22（44.00%） 8（16.00%） 42（84.00%） 

P     ＜0.05 

 
3 讨论 
眼科手术是指针对眼部疾病或损伤，通过外科手

段进行干预和治疗的医疗行为。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

进步，眼科手术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涵盖了从简单的

眼部结构修复到复杂的视力矫正手术等多个领域[7]。然

而，眼科手术不仅需要高质量的治疗技术，同时有效的

护理也是必不可少的。随着医疗护理模式的不断发展

和创新，患者健康教育已成为眼科手术室护理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行为改变模式（BCW）是由 Michie 等

学者提出的一种全面的行为改变系统，它以能力

（Capability）、机会（Opportunity）和动机（Motivation）
为核心，通过综合分析患者的心理、生理和社会环境等

因素，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8]。

BCW 理论模型强调从能力、机会和动机三个方面入手，

通过选择最佳的干预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可用资源，

以促进患者行为的改变和健康的提升。BCW 理论为健

康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帮助教育者更好地理

解健康行为的形成机制，并设计有效的干预策略[9]。

BCW 理论辅助健康教育的目标是帮助个体识别并改

变不利于健康的行为习惯，培养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通过提高个体对健康行为的认知、态度和技能，促进个

体行为的转变，最终达到预防疾病、提高生活质量和延

长寿命的目的[10]。 
本次研究数据表明，患者护理前后 SAS、SDS 评

分对比，护理前数据间无对比差异性（P＞0.05），护

理后差异明显，研究组低于参照组（P＜0.05）；患者

对疾病知识的掌握情况评分对比，疾病知识、手术知识、

遵医行为、日常保健各条目对比，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
＜0.05）；患者治疗依从性对比，总依从率研究组高于

参照组（P＜0.05）；两组术后视力恢复对比，研究组

视力好于参照组（P＜0.05）；患者住院时间对比，研

究组短于参照组（P＜0.05）；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总满意率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数据体现出

两组具有明显差异，且研究组优于参照组。 
综上所述，在眼科患者手术室护理过程中应用

BCW 理论辅助健康教育的临床效果理想，可明显缓解

患者负性情绪，同时增强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

提高患者临床治疗依从性，促进术后视力恢复，促使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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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尽早出院，护理措施得到患者满意，具有广泛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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