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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研究· 

正性暗示护理对青光眼手术患者应激反应及并发症
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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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青光眼手术患者治疗中应用正性暗示护理模式具有的护理效果。方法：比较式探究模式。参与本次实验的患者来自于本
院收治的 120 例青光眼患者，随机形式分组 120 例患者，分成常规组 60 例、暗示组 60 例。常规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模式，暗示组实施正性暗
示护理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评定（SAS）、血皮质醇检验、前房恢复情况与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暗示组患者在血皮质醇检验、
前房恢复、并发症发生率方面显著性优于常规组患者，数据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青光眼手术患者治疗中加入正性暗示护
理模式具有良好的效果，可以普遍应用于临床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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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病症是老年患者中常见性的病症之一，眼部呈现视乳头萎

缩及凹陷状态，患者的视野会受到损害、视力不断下降。受此病症的
影响，眼压逐渐增高，是由视神经供血不足而引发青光眼病症的原发
性因素[1]。青光眼治疗措施普遍采用手术治疗方式，由于此病症会受
到患者生理、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需要加入优质的护理措施调节
患者情绪，从而促进患者康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实验的成员均来自本院在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间收治

的青光眼患者 120 例，随机形式分组 120 例患者，分成常规组 60 例、
暗示组 60 例。其中，常规组患者资料年龄在 41-75 岁范围内，平均
为（58±17）岁，男性青光眼患者 35 例，女性青光眼患者 25 例；暗
示组患者资料年龄在 40-74 岁范围内，平均为（57±17）岁，男性
青光眼患者 34 例，女性青光眼患者 26 例。纳入标准：均确认为青光
眼病症，排除标准：未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症。两组资料与病况输
入至统计软件，给出无差异性的结果，可以实施比较。 

1.2 方法 
常规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模式，暗示组患者实施正性暗示护理模

式，具体措施如下：（1）根据患者资料制定正性暗示护理方案。患
者的年龄、性别、心理状态、人格倾向会对正性暗示护理效果产生影
响，护理人员在实施时需要掌握患者资料后制定针对性的正性暗示护
理方案。（2）语言暗示。护理人员在实施语言暗示时，要先掌握患
者的病情、个性特征。先站在患者感兴趣的角度与患者沟通，让患者
增加信任度。护理人员要分析患者在聊及兴趣时存在的优势，并采取
语言表扬方式赞扬患者能够积极面对存在的困难，才能高质量完成兴
趣爱好。让患者通过护理人员的鼓励话语反射在自己面对病情的情绪
上，受到“积极面对困难”语言的影响，能够自我暗示“积极面对病
情”，从而提高治疗积极性。（3）行为暗示。护理人员要通过自身
的肢体动作、行为去影响患者，让患者的思想意识受到护理人员行为
的影响，能够与护理人员共同完成治疗过程，提高患者依从性。护理
人员面对患者不良情绪、不良行为时，仍然要面带微笑服务患者，让
患者的思想意识受到积极性的影响，积极治疗。（4）经验暗示。护
理人员在与患者交流时，要自然融入炫耀医生与护理科室的治疗经验
与护理经验，以及成功治疗、成功护理的案例。患者听到后，会燃起
治疗欲望，从而积极配合护理人员及医师，促进治疗效果。 

1.3 评价标准 
治疗后，观察两组患者的 SAS、血皮质醇检验、前房恢复情况与

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均采用 SPSS17.0 软件统计分析，运用（ sx ±

-
）表示计

量资料，运用 2x 检验，利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统计软件给出 P＜0.05
结果，表明实验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SAS、血皮质醇检验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暗示组的 SAS、血皮质醇检验显著性优于常规

组，见表 1（P＜0.05）。 
表 1 SAS、血皮质醇检验比较 

组别 例数（n） SAS（粗分） 皮质醇（u/L） 
暗示组 60 47.27±8.23 148.38±23.41 
常规组 60 41.28±8.15 132.29±30.32 

p 值 P＜0.05 P＜0.05 P＜0.05 
2.2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暗示组患者中，只发生 1 例白内障并发症，并发症发生率为

1.67%；常规组患者中，产生 2 例白内障、1 例恶性青光眼、2 例高
血压、3 例炎症感染，并发症发生率为 13.33%。暗示组显著性的低
于常规组（P＜0.05）。 

3 讨论 
青光眼病症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命质量，极易导致患者失明，由

于视神经供血不足而引发的病症。眼睛内部的房水循环中，任何一环
节产生阻碍，均会诱发眼压升高并产生病理性改变。在临床治疗中，
将青光眼病症划分为原发性病症、继发性病症、先天性病症。在治疗
时，采取的措施为手术治疗，但是在治疗时容易受到患者自身情绪与
行为的影响，并且术后会产生不良并发症。因此，需要治疗中加入优
质的护理措施，改善患者情绪与行为，进一步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本次研究针对正性暗示护理对青光眼患者的护理工作进行了研
究，根据结果显示，血皮质醇检验、前房恢复情况、并发症发生率都
大幅度优化，使治疗效果显著性提升。分析原因与此护理模式对患者
思想产生的影响密切相关，能够让患者自主性的自我暗示，并积极面
对疾病、积极配合，使依从性不断提升。 

综上所述，正性暗示护理模式对青光眼患者的治疗具有促进作
用，使并发症发生率显著性的降低，治疗质量大幅度提升，可以在临
床治疗中普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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