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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眼科护理中的实践 
梁晓彦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目的：分析眼科护理工作中的健康教育应用策略及效果。方法：针对 2021 年 3 月-2022 年 1 月间本院眼科收治的

124 例病人进行护理研究，随机分组后实施不同护理方案，对照组 62 例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 62 例加强健康教育，对比两组

患者护理后的眼科知识掌握情况，以及自我护理能力。结果：护理后评估病人的眼科知识掌握情况，观察组知识掌握优良率为

96.77%，对照组为 82.26%，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滴眼液方法、眼球按摩方法、自我检测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加强眼科护理工作中的健康教育工作有助于患者增涨眼科知识，提升自我护理的能力，对于用眼保健和眼部治疗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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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部疾病在临床中比较多见，且在任何年龄段均比较多

发，因其患病位置特殊，发病前经常会出现视力下降等症状，

影响病人生活质量。常见的眼科疾病有黄斑部退化、白内障、

青光眼等，治疗方式复杂，且会给患者带来较大的心理负担。

手术治疗和药物治疗均具有改善病人视物能力的作用，做好

围术期间的健康教育则能够明显增加病人对疾病的了解程

度，掌握自我护理的技能，熟知疾病注意事项，对于疾病恢

复具有重要价值。笔者对 164 例患者进行对比分析，详情如

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中共纳入研究对象 164 例，均选自于本院眼科，

纳入时间为 2021 年 3 月-2022 年 1 月。随机将病人分成对照

组和观察组，各 62 例。对照组中男 34 例，女 28 例，年龄最

大 85 岁，年龄最小 11 岁，平均（49.15±2.05）岁；观察组

中男 36 例，女 26 例，年龄 8-84 岁，平均（48.95±1.50）岁。

两组病人的一般临床信息差异不明显，P＞0.05，可对其进行

比较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和宣教，根据患者病情给予基本的

疾病指导和护理指导。 

观察组加强护理过程中的健康教育：①入院时健康教育：

病人入院给予热情的接待，对医疗环境、医护人员进行简要

介绍，消除患者陌生感。介绍医院的相关制度，同病房的病

友等。对患者病情进行综合评估，并做好对患者的高知工作，

使患者增加对自身疾病的了解，消除一定的紧张不安等心理。

②围术期健康教育：术前高知病人疾病的诱发原因、发病机

制、治疗方式和注意事项等，使患者在对疾病有所了解的基

础上提高依从度。详细讲解手术前后患者的配合事项，嘱咐

病人保持手术期间饮食清淡，做好清洁工作，叮嘱病人术中

禁止转动眼球【1】。告知患者正确配合手术的体位事项，硅油

填充术后或球内注气时要求病人保持俯卧体位或低头位，术

后 1 周内保持低头坐位或俯卧体位 18 小时【2】。告知患者术后

多使用高维生素的新鲜果蔬， 粗纤维含量高的食物等，以保

持排便通畅。③出院指导：叮嘱病人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不喝浓茶，不饮酒，不吸

烟，保证每日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提高抵抗力，积极预防

感冒等。嘱咐患者严格按照医嘱用药，每周进行一次门诊复

诊，连续复查 1-3 个月。 

1.3 评价标准 

眼科知识掌握情况：采用三个分级评定病人的眼科知识

掌握情况，分数超过 90 分为优，61-89 分为良，分数低于 60

分为差【3】。 

护理能力：自拟护理能力测评量表评估病人患者护理能

力，结合病人滴眼液方法、眼球按摩方法和自我监测能力三

个方面进行。满分 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自我护理能力越强【4】。 

1.4 统计学分析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处理研究数据，采用卡方和 t 检验，

以α=0.05 为检验标准，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眼科知识掌握情况 

护理后评估病人的眼科知识掌握情况，观察组知识掌握

优良率为 96.77%，对照组为 82.26%，P＜0.05，详情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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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患者护理后的眼科知识掌握情况对比（n,%） 

分组  病例 优 良 差 优良率 

观察组 62 32（51.61） 28（45.16） 2（3.23） 60（96.77） 

对照组 62 21（33.87） 30（48.39） 11（17.74） 51（82.26） 

X²     5.6843 

P     0.0011 

2.2 自我护理能力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滴眼液方法、眼球按摩方法、自我检测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2。 

表 2  病人护理后自我护理能力测评得分详情（ sx ± ） 

分组  病例 正确滴眼液方法 正确眼球按摩 自我检测能力 

观察组 62 94.09±3.11 93.12±2.98 95.30±3.09 

对照组 62 85.35±2.77 84.87±1.11 86.25±2.98 

t  8.0655 11.6573 12.9865 

P  0.0000 0.0000 0.0010 

3.讨论 

眼科病人是医院收治患者中的较为特殊的群体，受疾病

因素影响，经常会带来较大的视力障碍，能够正常生活、工

作和学习，也会给患者造成严重的心理负担。同时，眼科疾

病类型多样，疾病较为复杂，治疗方式较多，需要护理工作

者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熟练的护理技能，能够在护理工作

中为病人提供全面的护理服务，帮助患者解答疑问，积极开

导患者，支持患者，指导患者正确的自我护理方式等，以缓

解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增强面对治疗的信心。 

健康教育是采用行为干预和信心传播的方式来帮助某个

个体或群体来掌握卫生保健知识的方式，由于与患者在诊疗

过程中树立积极向上的健康观念，自愿为自身健康调整生活

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教育活动过程。在护理模式不断革新和改

进的同时，临床护理工作更加关注患者的中心地位，而在护

理中，健康教育是提高患者认知，促进患者配合诊疗工作，

保证患者养成良好自我管理习惯和提升自我护理能力的关键

内容。本次研究中观察组病人护理中加强健康教育指导，组

中病人的眼科知识掌握情况和自我护理能力均优于对照组，P

均＜0.05,证实强化健康教育的重要价值。 

总之，加强眼科护理工作中的健康教育工作有助于患者

增涨眼科知识，提升自我护理的能力，对于用眼保健和眼部

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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