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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术后的效果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评价

李海娜，胡晶晶，卢珊珊，郝 晶*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

【摘要】目的 本次研究重点是探讨临床给予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护理干预后对术后的效果和生活质量的

影响，并通过列举临床相关数据，来对护理干预措施进行评价。方法 以 2022年 6月-2023年 6月在我院行手术

治疗的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 76例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患者接受的临床护理方式不同进行分组，患者中有 50%
接受常规护理将其纳入参照组，另外 50%患者接受全面的综合性护理将其纳入研究组，统计两组患者眼压值、生

活质量及心理情绪等相关数据，并进行组间对比，将其作为判定护理干预效果的有效依据。结果 两组数据显示，

患者眼压值护理后研究组明显低于参照组（P＜0.05）；患者总满意率研究组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SAS
评分、SDS评分护理后研究组明显低于参照组（P＜0.05）；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精神状态、睡眠质量、生理

功能患者各项生活质量评分，研究组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两组数据研究组存在明显优势。结论 临床给

予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更加全面、优质的护理干预后，患者眼压控制效果良好，另外不良情绪得到有效改善，

患者积极配合，生活质量提升，并发症较少，应用效果获得患者满意，值得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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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effect and quality of life after acute angle closure
glauc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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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lin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acute angle closure
glaucoma on the postoperative effect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to evaluate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by listing
clinical relevant data. Methods in June 2022-June 2023 in our hospital surgical treatment of acute angle closure
glaucoma patients 76 cases as a study object, and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care of patients, 50% of patients receiving
routine care included i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other 50% of patients receiving comprehensive care into the study group,
two groups of statistical intraocular value, quality of life and psychological mood, and compare between groups, it as an
effective basi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two groups,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study group after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physical function, mental function, mental state, sleep quality,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two groups had significant
advantages. Conclusion After more comprehensive and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acute angle closure
glaucoma patients, the intraocular pressure control effect is good, in addition, the bad mood i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patients actively cooperate, the quality of life is improved, fewer complica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is satisfactory
to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wid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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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病后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对

视力造成严重损害，患者经常会出现视力模糊、眼睛

* 通讯作者：郝晶

肿胀和疼痛的症状。随着眼压升高，一些患者还可能

出现恶心、呕吐、严重头痛和血压升高等症状，这可

能导致一系列严重并发症[1]。因此，患有急性闭角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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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眼的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时进行治疗。急

性闭角型青光眼可以进行手术治疗，通过相关的手术

治疗，能够使闭角型青光眼引起的症状得到有效的缓

解，从而预防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的发作[2]。不过，大

部分患者对疾病以及手术治疗方式存在错误认知，导

致存在严重的负性情绪，对术前术后的注意事项缺乏

了解，这就导致患者治疗依从性差，术后恢复效果不

佳，对日常生活构成严重影响。因此，临床及时开展

有效的护理干预非常重要。本次研究重点是探讨护理

干预对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术后的效果和生活质量的影

响，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以 2022年 6 月-2023 年 6月在我院行手术治疗的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 76例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患

者接受的临床护理方式不同进行分组，研究组中男性

10例（26.32%）、年龄 50-80岁（65.17±2.35）岁，女

性 28例（73.68%）、年龄 50-88岁（69.31±2.42）岁；

参照组中男性 9例（23.68%）、年龄 50-78岁（64.14±2.36）
岁，女性 29例（76.32%）、年龄 50-90岁（70.23±2.27）
岁。所有研究对象均符合纳入标准，并经我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后展开研究，患者一般资料组间具有均衡性，

有对比条件（P>0.05）。

1.2 方法

参照组：常规护理。

研究组：全面的综合性护理，（1）术前护理：护

理人员术前协助患者做好各项身体检查，确保其具备

手术条件。护理人员积极与患者沟通，积极满足患者

需求，对因客观条件不能满足要求的，向患者提供解

释，让患者理解，这可以增加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

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理念[3]。宣导健康知识，

让患者了解治疗方法，打消其对手术方法不了解而产

生的疑虑。重点关注患者心理状态，在手术、疾病、

疼痛等方面的影响下，患者会产生极大的恐惧感。而

且由于经济条件有限，患者会增加心理负担，导致患

者出现负面情绪，对临床治疗产生一定影响。做好正

确的引导，及时对患者出现的负性情绪做好针对性解

决。根据患者的个人兴趣，播放患者喜欢的音乐，缓

解患者的情绪，鼓励家属多探望患者，给予情感上的

支持和鼓励。（2）术后护理：治疗成功第一时间通知

患者家属，并在患者麻醉苏醒后告知其手术成功。回

病房后告知患者及其家属相关术后注意事项，术后需

要做的相关检查，术后饮食要求等事宜[4]。保证患者病

房干净卫生，定时消毒。并保持病房内安静，让患者

更好的休息，有充足的睡眠。室内通风，光线不宜太

暗，保证室内温湿度事宜。术后指导患者进行视力恢

复训练，同时对患者家人进行简单的健康教育，并教

会他们视力恢复训练方法。术后心理护理必不可少，

告知患者保持良好心态对术后康复的重要性。要相信

医护人员，积极配合，谨遵医嘱做好术后康复治疗[5]。

术后饮食方面，要保证饮食清淡，避免饮食过于油腻，

勿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并保证食物新鲜，营养均衡。

术后护理人员检测患者眼压，并加强日常管理，在住

院期间，护理人员详细记录患者每天治疗及护理流程，

定期做总结会议，针对存在的不足，及时改正，制定

完善的解决方案，并在后期工作中严格执行[6]。

1.3 观察指标

实施护理干预后，监测患者眼压值，并测评患者

心理状态，调查患者生活质量，统计患者满意度，简

列各项研究数据，统计具体数值，进行两组间对比，

将其作为判定护理干预效果的有效依据。

1.4统计学意义

利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计量资料以（χ±s）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

（％）表 示，采用χ２
检验；若 P＜0.05，则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检测两组患者眼压值（n=50）
研究组：护理前（28.39±2.53）、护理后（21.69±2.68）；

参照组：护理前（28.33±2.09）、护理后（24.87±2.39），
两组数据对比，护理前组间无差异性（P>0.05），护

理后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明显（P＜0.05）。

2.2统计两组患者满意度（n=50）
研究组：总满意率 49（98.00%），其中非常满意

者 30例、一般满意者 19例、不满意者 1例；参照组：

总满意率 39（78.00%）其中非常满意者 22例、一般

满意者 17 例、不满意者 11例；两组数据对比可见明

显差异（P＜0.05）。

2.3统计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评分、生活质

量评分

护理前，表内所示数据两组无明显差异性

（P>0.05）；护理后，根据数据提示，两组患者各项

评分均较护理前变化明显，并且经对比，两组组间数

据差异明显（P＜0.05）。（见表 1）
3 讨论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主要是因为先天解剖结构异常，

比如前房比较浅、房角闭塞、晶状体虹膜隔前移等导

致房水流动不畅，引起眼内压升高导致。日常引起急

性闭角型青光眼的因素较多，常见的原因有在暗屋子

待得太久、情绪激动、使用散瞳的眼药水、过度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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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喝水、白内障疾病等均可致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病的

发生。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手

术是治疗该病症的常用方法。然而，手术前后的护理

对于患者的康复也是至关重要的[7]。由于眼睛部位敏感、

结构复杂，手术会有相当程度的创伤，也会引起不同

程度的并发症或不良反应，加大了护理工作的难度[8]。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护理服务的需求也在增

加。护理服务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服务，涉及人们的生

活[9]。全面护理从患者身体、心理、社会、文化等多个

方面为患者提供全面的护理服务。重点关注患者的身

体健康，同时重视心理健康，积极疏导负面情绪，尊

重患者的文化差异，充分考虑社会环境，为患者提供

安全、温暖、舒适的护理环境，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和幸福指数。

本次研究显示，患者眼压值护理后研究组明显低

于参照组（P＜0.05）；患者总满意率研究组明显高于

参照组（P＜0.05）；SAS评分、SDS评分护理后研究

组明显低于参照组（P＜0.05）；躯体功能、心理功能、

精神状态、睡眠质量、生理功能患者各项生活质量评

分，研究组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两组数据研

究组存在明显优势。

综上所述，临床给予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更加

全面、优质的护理干预后，患者眼压控制效果良好，

另外不良情绪得到有效改善，患者积极配合，生活质

量提升，并发症较少，应用效果获得患者满意，值得

广泛应用。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评分、生活质量评分（χ±s）

条目 例数
研究组 参照组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SAS评分 50 62.52±2.55 36.54±2.95 62.52±2.32 49.37±2.48

SDS评分 50 62.50±2.65 38.22±2.85 62.01±2.80 50.30±2.26

躯体功能 50 67.54±2.14 89.68±2.31 67.78±2.31 80.41±2.12

心理功能 50 67.64±2.33 90.13±2.73 67.09±2.41 80.39±2.58

精神状态 50 66.45±2.03 89.47±2.31 66.46±2.05 80.66±2.20

睡眠质量 50 68.42±2.33 90.61±2.67 68.63±2.32 81.74±2.06

生理功能 50 67.98±21.23 90.39±7.85 67.23±2.95 80.06±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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