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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护理对青光眼患者术后自护能力的影响 

杨婷婷 

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安徽滁州 

【摘要】 目的 探讨认知行为护理对青光眼患者术后自护能力的影响。方法 本次研究的 126 例患者，均为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在本院接受青光眼手术治疗的患者，采用数字分组法，平均分成相同人数的两

组，对照组、观察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实施针对性、精细化的认知行为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

者的护理前后的自我保护能力评分及 SAS、SDS 评分，以及术后恢复情况。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保护能力

评分及 SAS、SDS 评分相似，组间数据统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保护能力评分

及 SAS、SDS 评分以及术后恢复情况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统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行青

光眼手术的患者，实施针对性、精细化的认知行为护理，可有效提高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同时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可一定程度减轻患者病痛，提高其生活质量，值得推广、建议提倡。 
【关键词】认知行为护理；青光眼；自护能力 

 

Influence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nursing on postoperative self-care ability of glaucoma patients 

Tingting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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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nursing on postoperative self-care ability 
of glaucoma patients. Methods: The 126 patients in this study, all patients who received glaucoma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the same number of groups by numerical grouping 
method,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targeted and refined cognitive behavioral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self-protection 
ability, SAS and SDS scores, and postoperative recover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 protective ability scores,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simila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nursing, the protection 
ability score, SAS, SDS score and postoperative recover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glaucoma surgery, targeted and refined cognitive-behavioral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of patie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improve self-protection ability, can relieve patients' pain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Recommended to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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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致盲性眼部疾病，伴随

患者终身。青光眼以视神经萎缩和视野缺损为特征，

发病迅速，会导致患者视力减退、视野缩小、剧烈头

痛等，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1]。青光眼一旦出现病理

性改变即不可逆，若治疗不及时极易导致永久性视野

缺失，甚至致盲，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因此应尽早

予以治疗。青光眼患者需要长期接受治疗和复诊，其

在手术恢复期要养成良好的自我护理习惯及自我管理

能力，否则容易出现病情反复，甚至会出现视力丧失，

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的 126 例患者，均为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在本院接受青光眼手术治疗的患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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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分组法，平均分成相同人数的两组，对照组与

观察组。对照组患者 63 中，男性 32 例，女性 31 例，

年龄在 55-86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0.11±2.13）岁，

观察组患者 63 例中，男性 33 例，女性 30 例，年龄在

56-87 之间，平均年龄（71.22±1.98）岁，对比两组患

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故本次研

究可行。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青光眼常规护理。患者入院时主动接

待并介绍病房环境，保证病房内安静整洁，光线亮度

适宜患者休息。为患者讲解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疾病的

基本知识、生活及饮食中影响青光眼康复的不良因素，

以及需要配合治疗的注意事项等。观察组患者实施认

知行为护理干预，主要方法如下：① 认知护理：临床

护理人员通过沟通评估患者的疾病认知程度，了解患

者的术后期待及知识需求，纠正其错误认知，依据患

者年龄、受教育水平选择易于患者接受的教育方式对

其进行认知重建，详细介绍青光眼临床病因、影响因

素、手术治疗目的及意义、手术方案及预期疗效、围

手术注意事项、术前冲洗结膜囊及缩瞳的目的、术后

康复知识等。② 心理护理：多数青光眼患者因视力丧

失、发病急促而不同程度存在暴躁、易怒、敏感、自

卑、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部分年长患者甚至自暴

自弃，拒绝手术，临床护理人员应加强与患者间的交

流与沟通，与其建立良好的护患信任关系，适时解决

其合理需求，引导并鼓励患者通过倾诉发泄内中郁结。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前后的自我保护能力评分及

SAS、SDS 评分，以及术后恢复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计数(n%)代表率，ꭓ2 检验；计量（x±s），t 检

验。文中所生成的数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处理，

P＜0.05 显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自我保护能力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自我保护能力评分相似，组间

数据统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两种不

同的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自我保护能力评分高

于对照组，组间数据统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2 对比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相似，组间

数据统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两种不

同的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低于

对照组，组间数据统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2.3 对比两组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 
经过两种不同的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术后

恢复情况干预对照组，组间数据统计，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自我保护能力[n（ x s± ）] 

组别 例数 自我护理技巧 健康知识掌握度 自护责任感 综合分评分 

对照组 63 20.57±3.81 18.03±3.12 17.12±4.11 19.67±3.41 

观察组 63 23.89±3.56 22.57±2.67 22.64±2.41 23.14±2.88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n（ x s± ）]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63 50.33±9.11 40.54±6.15 49.22±11.32 44.36±7.98 

观察组 63 50.93±8.62 34.25±5.41 49.41±11.12 33.81±5.21 

表 3 对比两组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n（%）] 

组别 例数 眼压>2.81kPa 视野损伤 青光眼复发 

对照组 63 16（25.3%） 15（23.8%） 15（23.8%） 

观察组 63 5（7.9%） 4（6.3%） 3（4.7%） 
 

3 讨论 青光眼是一组威胁和损害视神经及其视觉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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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导致视觉功能损害，主要与病理性眼压升高有关[2]。

青光眼根据病因学、解剖学、发病机理等，分为原发

性、继发性、先天性等青光眼，一般采取降眼压滴眼

液、激光、手术等治疗。手术治疗的目的本身就在于

提高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但若患者认知不足，则会

导致患者的行为无法有效确保手术治疗效果，甚至还

会导致严重并发症的发生[3]。因此本研究针对观察组患

者实施认知 - 行为护理干预，该模式与常规护理相比，

通过具体的个性化认知干预，来促使患者提高对疾病、

手术治疗的认知，从而确保患者能够正确掌握相关行

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即使患者在术后、出院后仍能

够保持较高的自我管理能力，从而有效确保了手术治

疗效果。 
综上所述，对行青光眼手术的患者，实施针对性、

精细化的认知行为护理，可有效提高患者术后视力恢

复，同时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患

者病痛，提高其生活质量，值得推广、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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