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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眼科护理安全隐患及防范措施

崔文华 徐 通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医院 宁夏 中卫 755000

摘 要：随着社会公民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对医疗需求越来越高，医疗护理行业的高风险日渐突

出，护理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眼科疾病的特殊性，眼科护理中的隐患也增大，这些隐患不仅影响患者的治疗效

果和视力恢复，还可能引发医疗纠纷，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基于此，分析眼科常见护理安全隐患及原因，提出

防范措施，对提高护理人员的应对能力和对眼科护理风险的预见性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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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眼科护理作为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

支，其专业性和精细度要

求极高。眼睛作为人体最为敏感和脆弱的器官之

一，不仅承担着视觉功能，还直接影响到个体的生活质

量与社会参与度。因此，眼科护理安全防范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它不仅关乎患者的身体健康，还涉及到医疗质

量、医患关系乃至整个医疗体系的信任度。

1��眼科护理安全防范的重要性

1.1  保障患者安全与健康
眼科疾病种类繁多，从常见的近视、远视、青光眼

到复杂的白内障、视网膜脱落等，每一种疾病都需要精

确的诊断和细致的治疗护理[1]。护理过程中的任何疏忽，

如用药错误、操作不当或感染控制不严，都可能导致视

力损害甚至失明，给患者带来不可逆的伤害。因而，严

格的眼科护理安全防范措施是确保患者治疗安全、促进

康复的最基本措施与保障。

1.2  提升医疗质量与服务质量
医疗质量是医院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而护理质量

则是医疗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眼科护理，建立健

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如标准化操作流程、双人核对制

度、定期培训与考核等，可以大幅度减少护理差错和医

疗事故的发生。这样一来，不仅提升了医疗服务的质

量，也增强了患者对医院的信任感，最终提升了医院的

整体形象和竞争力。

1.3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的紧张往往源于沟通不畅、信任缺失或医

疗差错。在眼科护理中，加强安全防范，意味着对患者

需求的更加关注和尊重，对护理细节的更加严谨把控。

通过有效的沟通，让患者充分了解治疗过程、预期效果

及可能的风险，能够增强患者的配合度和满意度，从而

高效减少误解和纠纷，构建更加和谐的医患关系。

1.4  促进眼科护理专业发展
眼科护理安全防范的实践与研究，不断推动着眼科

护理学科的发展。面对新技术、新疗法的不断涌现，如

何安全、有效地应用于临床，成为眼科护理人员面临的

严峻挑战[2]。持续的教育培训、案例分享、经验总结，可

以显著提升护理团队的专业技能和应急处理能力，促进

眼科护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而为眼科护理领域的创

新和发展贡献力量。

1.5  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随着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对医疗行为的

安全性和合规性要求也越来越高。眼科护理作为医疗活

动的一部分，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护理行

为的合法性。只有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如患者知

情同意、隐私保护、不良事件报告与处理机制等，才是

对患者权益的保障，也是医疗机构履行法律责任、避免

法律风险的必要措施。

2��眼科护理中的安全隐患

2.1  眼部感染风险
眼部结构精细且复杂，容易受到细菌、病毒等微生

物的侵袭，引发感染。在眼科检查、手术等过程中，若

医疗器械、药品等受到污染，可能导致患者之间的交

叉感染。另一方面，眼科手术后若患者不注意卫生或未

按医嘱用药，也容易引发术后的严重感染。例如，结膜

炎、角膜炎等疾病会给眼睛带来不适甚至严重的影响。

2.2  误操作风险
眼科护理中的误操作包括检查误操作、手术误操作

以及用药误操作。在眼科检查中，若医护人员操作不当

或患者配合不佳，可能导致检查结果不准确或误伤患

者。手术过程中，若医护人员操作失误或手术器械出现

故障，则会导致手术失败或患者受伤。用药方面，若医

护人员用药不当或患者自行更改用药方案，可能导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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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果不佳或产生药物副作用。这些误操作风险要求医

护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的技能和丰富的经验，并严格遵守

操作规程。

2.3  设备故障风险
眼科护理中使用的诊疗设备如裂隙灯、验光仪等若

出现故障或老化，可能导致检查结果不准确或治疗过程

受阻。设备故障还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如检查仪器砸

伤患者。为了防范设备故障风险，应定期对眼科设备进

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转和安全性。

2.4  患者自身因素导致的风险
眼科患者多为老年患者，他们可能伴有多种慢性疾

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这些疾病在眼科手术或治疗

过程中可能出现意外情况[3]。老年患者因生理功能减退、

免疫力下降等原因，容易在眼科诊疗过程中出现并发症

或感染。再加上，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如熬夜、长时间

使用电子产品等也可能对眼部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增加

眼科疾病的风险。焦虑、紧张等不良心理状态可能影响

患者的配合度和治疗效果，进一步增加风险。

2.5  环境因素导致的风险
眼科患者多出现视力障碍，就诊环境如光滑的地

面、多障碍物的过道、暗室等，均增加了眼科患者发生

跌倒、碰伤等意外事件的几率。病房环境光线不充足、

地面不平坦、湿滑，病床床挡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未设

有防滑、跌倒、坠床警示牌等，这些安全隐患的存在都

会使护理过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造成医疗纠纷

和事故。

2.6  护理文件欠缺
在眼科护理工作中，护理文件的欠缺是一个不容忽

视的安全隐患。由于眼科护士通常需要应对大量的常规

治疗任务，如滴眼液、眼底检查等，这使得他们难以

抽出足够的时间来详尽地记录每一项护理活动。在这种

情况下，个别护士可能会出现漏记、错记或记录不全的

现象。记录的不完整性不单单会导致护理过程缺乏连贯

性，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还可能在发生医

疗纠纷时，无法提供真实有力的证据来支持医院的立

场。加强护理文件的记录和管理，对于提高眼科护理质

量、保障患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2.7  服务态度问题
眼科患者群体中，老年患者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这些患者往往对护理服务有较高的期望，希望得到细致

入微的关怀和照顾。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护理

人员服务态度不佳，缺乏耐心和同情心，就可能导致患

者对护理服务产生不满。不满情绪一旦积累到一定程

度，就可能引发患者及其家属的投诉，甚至升级为医疗

纠纷。所以，眼科护理人员需要时刻保持良好的服务态

度，以患者为中心，提供温馨、周到的护理服务，尽量

以赢得患者的信任和满意。

3��眼科护理中的安全隐患防范策略

3.1  强化感染控制与无菌操作
眼部作为人体极为敏感且易受感染的部位，其护理

过程中的感染控制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有效预防眼部感

染，医院必须坚决执行无菌操作规范和消毒隔离制度，

将感染风险降至最低。在医护人员手卫生管理方面，应

设立严格的监督机制，确保每位医护人员在接触患者前

后、执行操作前后，都能按照规范进行彻底的手部消

毒，防止交叉感染。更重要的是眼科诊疗设备的清洁与

消毒也应得到重视，医院应定期对设备进行全面检查，

确保设备表面及内部均达到无菌状态，避免因设备污染

而导致的患者感染[4]。与此同时，患者教育也是感染控制

的关键一环，医护人员需耐心指导患者如何正确清洁眼

部，强调避免用手直接揉搓眼睛的重要性，以减少因不

当行为引发的感染风险。对于术后患者，更需密切监测

其眼部情况，一旦发现感染迹象，应立即采取有效治疗

措施，确保患者安全度过术后恢复期。

3.2  提升医护人员专业技能与操作规范
眼科护理中的误操作不只是可能影响患者的治疗效

果，甚至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那么，提升医护人

员的专业技能和操作规范性成为了眼科护理工作的重中

之重。为此，医院应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定期组织眼

科专业知识培训和操作技能考核，确保每位医护人员都

能熟练掌握眼科检查、手术及护理操作的每一个细节。

在此基础上，建立严格的手术核查制度，从术前准备到

术后处理，每一步操作都需经过严格核对，确保手术过

程的准确无误。面对新药、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医院应

及时组织医护人员参加相关培训，确保他们能够迅速掌

握并正确、安全地应用于临床实践中。最后，需要注意

的是，医护人员的沟通技巧也是降低误操作风险的关键

因素，利用加强沟通技巧培训，提高患者配合度，使医

护人员在操作过程中能够更顺畅地与患者沟通，从而进

一步降低误操作的风险。

3.3  加强设备维护与安全管理
眼科设备作为眼科诊疗的重要支撑，其安全性和准

确性直接决定着患者的诊疗效果乃至生命安全。为此，

医院必须高度重视眼科设备的维护与安全管理，确保每

一台设备都处于最佳状态。为实现这一目标，医院应建

立健全的设备管理制度，明确设备维护、检修和校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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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与标准，确保设备在日常使用中能够保持高精度和

稳定性。对于老旧或故障频发的设备，医院应果断采取

更换或升级措施，避免因设备问题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

风险。在此过程中，加强设备使用培训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环，医院应定期组织医护人员参加设备操作培训，确

保他们能够熟练掌握设备的各项功能，正确、安全地操

作设备。另外，需要提醒的是，还应设立专门的设备管

理员，负责设备的日常管理和监督，能够及时发现并处

理设备使用过程中的问题，确保设备使用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为患者的诊疗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3.4  关注患者个体差异与健康教育
眼科患者由于年龄、性别、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这无疑增加了护理的难度

和风险。所以，医护人员必须充分了解患者的病史、用

药情况、生活习惯等个人信息，以便制定个性化的护理

计划，满足患者的特殊需求。特别是对于老年患者，由

于其生理功能逐渐减退，免疫力下降，更需加强护理和

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同时，健康教

育也是眼科护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医护人员应采取

多种渠道，如健康讲座、宣传册等，向患者普及眼科知

识，指导他们正确用眼、合理膳食、保持良好的生活习

惯，从而有效预防眼科疾病的发生。提高患者的健康意

识和自我管理能力，不仅能够促进患者的康复，还能极

大地降低医疗成本，从而提升医疗服务的整体质量。

3.5  优化就诊环境与安全管理
考虑到眼科患者普遍存在的视力障碍，医院必须特

别注重就诊环境的优化与安全管理，以确保患者在医院

内的安全与舒适。

首当其冲就是要保持医院地面的干燥、平坦，及时

清理杂物，确保无障碍物阻挡患者通行。在关键区域如

走廊、楼梯口等，应铺设防滑地垫，并设置醒目的警示

标识，以提醒患者注意，从而大大降低跌倒、碰伤等意

外事件的风险。除此之外，病房管理需特别重视，医院

应确保每张病床的床挡完好无损，为患者提供稳固的支

撑[5]。病房内光线要充足，通风要良好，以营造一个温

馨、舒适的休息环境，有助于患者的身心恢复。而且，

医院还应全面加强安全管理，安装监控设备，设置报警

系统，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任何安全隐患。另

一方面，对患者进行必要的宣教和管理也至关重要，医

护人员需详细告知患者医院的相关规定和安全注意事

项，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共同营造一

个安全、和谐的医疗环境。

3.6  完善护理记录与费用管理
护理记录作为医疗活动的重要载体，不仅是医疗纠

纷处理的关键依据，也是评价护理质量的重要指标。首

先，医护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认真、细致地填

写护理记录，确保每一项记录都真实、准确、完整。对

于患者的病情变化、采取的治疗措施、护理效果以及任

何异常情况，都应及时、详细地记录在案，以便为后续

治疗提供有力支持。

其次，费用管理也是医院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医院应建立完善的费用管理制度，明确各项服务的收费

标准和项目，确保费用合理、透明，避免乱收费、多收

费等不规范行为的发生。对于患者提出的费用疑问，医

护人员应耐心解释，及时处理，以消除患者的疑虑，减

少因费用问题而引发的医疗纠纷。通过不断完善护理记

录和费用管理，眼科护理的规范性和安全性将得到显著

提升。

结束语

总之，眼科护理安全防范是维护患者安全、提升医

疗质量、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专业发展以及遵守法

律法规的基石。每一位眼科护理人员都应时刻保持警

惕，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安全意识，为患者提供

安全、高效、人性化的护理服务，共同守护人类的光明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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