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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护理与健康

优质护理服务在眼科护理中的临床应用

刘 蕾

通用医疗三六三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探讨优质护理服务在眼科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方法：将本院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收治的70例眼

科疾病患者随机分组，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每组35例。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观察组健康宣教工作的满意度、环

境护理满意度、眼科护士态度满意度、眼科护士技能满意度、人性化照护满意度、以及眼科疾病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眼科疾病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值优于对照组评分， 。结论：眼科疾病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可获得较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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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眼科疾病是发病率较高患者在诊治过程中，由于眼

部病变导致其对于外界信息的接受能力下降，加之疾病

的侵袭，情绪状态波动较大，给眼科护理带来了一定的

困难。因此，眼科实施优质护理，不断提升护理服务质

量非常重要。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将本院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收治的70例眼科疾病

患者随机分组，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每组35例。两组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

性。纳入标准：符合眼科疾病诊断标准，经眼科相关检

查等确诊；患者知情同意本次研究，可配合本次治疗，

患者可接受临床治疗。排除标准：除外治疗禁忌、合并

精神疾病、意识障碍、妊娠期等无法配合治疗的患者以

及严重肝肾功能障碍、凝血功能障碍患者。该研究所选

病例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诊治过程中给予常规优质护理，观察

组给予持续质量改进模式的优质护理，具体如下：

成立持续质量改进小组由护士长担任负责人，

责任护士为质控组长，全体护士均为持续质量改进小组成

员，由护士长对组内全体成员实施眼科优质护理培训。

明确护理质量改进项目持续质量改进小组对眼

科优质护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分析，并

确定需要改进的项目，主要包括：①改善诊疗环境：为

患者创造一个温馨、舒适、方便诊治环境。保证整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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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独立、安静、舒适、整洁，同时诊区的功能区域要划

分合理，并在各个功能区域配备相应的设施。在整个诊

区中要明确设置相应的标识，保证标识清晰显眼[1]。②

注重护理礼仪：加强对眼科护理人员的护理礼仪培训，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形象礼仪接待礼仪、打电话礼仪、工

作礼仪等，以此来规范护理人员在护理工作中的护理礼

仪，促使护理实现优质化。在此基础上指导护理人员将

培训所学的护理礼仪合理地运用到眼科护理工作中，提

高眼科护理的人文素养，促使护理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工

作积极性得到显著提升，从而为患者提供细致、全面、

优质的护理服务[2]。③提高眼科护理质量：进一步改善

眼科护理质量，实现优质护理。首先要对全体眼科护理

人员进行全面和系统化的专业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

护理技能、护理沟通技巧、健康教育方式等内容，以此

来提升眼科护理人员的护理专业技能水平。其次通过组

织眼科护理人员参与专业知识讲座、晨会、护理业务查

房、护理技能技术比赛等活动，来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最后以医院为依托，尽可能地为眼科护理人员提供继续

深造和学习的机会，从而使其技术能力得到提升，为患

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①患者的眼科护理满意度。在患者诊疗结束后使用自

制《眼科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对其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

评估，内容包括护士服务态度及仪表、候诊环境、诊治秩

序、便民措施及健康教育，每项满分均为100分，90分及

以上为满意，60~89分为比较满意，60分以下为不满意，

满意度 （满意+比较满意）/总例数×100%。②护理前后

眼科疾病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括躯体生理功能状态、心理

情绪状态、社会活动状态4个方面，总分是0~100分，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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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则表示生活质量越高）；眼部不良反应发生率。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 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

比表示，采用χ2检验，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组患者眼科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对眼科各项护理服务指标的满意度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眼科护理满意度比较

指标
观察组（n ） 对照组（n ）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护士服务态度 26 7 2 33（94.29） 21 9 5 30（85.71）

候诊环境 25 8 2 33（94.29） 14 16 5 30（85.71）

诊治秩序 23 9 3 32（91.43） 13 15 7 31（80.00）

健康教育 26 5 4 9（88.57） 15 7 31（80.00）

两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观察组眼科疾病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值优于对照组评分， 见表2。

表2 两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 ）

组别 n 时间 心理情绪状态 社会活动状态 躯体生理功能状态

观察组
35 护理前 50.15±5.61 52.78±2.65 60.40±2.68

护理后 94.24±6.45 95.94±3.61 84.74±6.79

对照组
35 护理前 50.18±5.57 52.21±2.64 ±2.11

护理后 83.67±9.25 80.22±2.62 78.31±6.01

3 讨论

近年来，眼部疾病发生率不断升高，对人们的正常

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用眼过度，

眼疾患者也越来越多。并逐渐靠近年轻人，人体对外

界的感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眼睛，而且眼睛的内部结

构精细复杂，眼部发生疾病，治疗和护理相对于其他疾

病，均有一定的难度。易发生感染等不良现象。患者从

患病开始，视力就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对家庭经

济压力和以后生活质量的担心，负面情绪较大，依从性

降低，影响后续治疗效果。因此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护理

干预，可改善此类现象的发生，但是以往的护理方法，

着重于患眼护理，忽略了患者这个个体。远远不能满足

患者的需求。所以，对眼部疾病需尽早进行治疗，同时

加强护理干预。优质护理服务在眼科的应用，通过对护

理人员先进行培训，让护理人员的护理技能及综合素质

得到提升，才能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且在护理

期间，以患者为中心，落实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实现

护理服务质量的提升[4]。目前，眼科手术正逐步实现微

创手术，创伤小、并发症少、适应证广，临床应用价值

高。然而，该手术本身是一种侵入性手术，对患者的生

理和心理会造成刺激，并容易影响最终的康复效果。围

手术期护理是促进手术患者术后康复的重要措施。高质

量的围手术期护理干预对提高手术患者的疗效和生活质

量起着重要作用。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眼科疾病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可获得较好

的效果，其应用可减轻患者的心理症状，提高疾病和手

术认知程度，并提高患者对各项临床护理服务工作的满

意度，减少术后并发症，减轻机体痛苦，促进患者生活

质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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