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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心理干预在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3 月在我院收治的 68 例急性闭角型

青光眼患者以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34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心理护理干预，对两组患

者护理前后心理状况进行 HADS 评分和患者住院时间进行分析对比。结果：实验组患者在护理后心理状况 HADS 评分以及住院时间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治疗过程中进行心理护理干预，利于缩短患者的康复时间，不

仅让患者身心都保持最佳的状态进行治疗，还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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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是眼科常见的一种临床疾病，年老体弱的人

成了这个疾病的高发群体，患者因为视力损伤情绪上会出现焦虑急

躁的反应，所以就需要及时治疗来改善这种情况的发生。此次研究

主要探讨心理护理干预在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中的应用成效，具

体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3 月在我院收治的 68 例急性闭角

型青光眼患者以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34 例。实

验组：男性 22 例，女性 12 例，年龄范围 56-69 岁，平均年龄（62.14

±3.43）岁。对照组：男性 18 例，女性 16 例，年龄范围 60-72 岁，

平均年龄（65.36±3.29）岁。两组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

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护理主要内容如下：密切观察

患者的病况，及时与患者沟通，让患者能正确了解日常生活中有哪

些事项需要重点注意，使患者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保证患者饮食

均衡，以此提高免疫力，强化自身机体抵抗能力。 

实验组：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心理护理干预，护理主要内

容如下：（1）病状初期：病状的初期常有流泪和视物模糊的症状出

现，情绪上容易有恐惧的反应出现，患者自身对诊断结果会产生一

定的怀疑。这时护理人员就要准备和患者进行良好的沟通，让患者

能正确认识这种疾病，并对疾病的表现和治疗方式有所了解，陪同

患者完成各项基础检查，从而获取患者的认同，养成一定的服从性

配合治疗[1]。（2）病状中期：在治疗进行一段时间后病情没有显著

的改善，患者治愈的自信心又会被打击，产生一定的消极情绪，从

而怀疑治疗是否有效[2]。这时护理人员应当密切观察患者的情绪变

化情况，再根据患者的情况及时与其沟通，尽可能引导患者疏散负

面情绪，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帮助重建患者的治愈信心。护理人

员应该针对患者性格特点和疾病状况不同，详细讲解青光眼的发病

机制，提高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识以及对手术的期望，安抚患者焦

虑的心情，让其宣泄压抑在心底的郁结，对其进行相应的开解和疏

导，及时满足患者的合理要求。（3）病状后期：在治疗结束后处于

康复阶段的患者，护理人员应该积极保持与患者的联系，并嘱咐其

术后注意事项和康复情况等，向患者强调注意不要用眼过度，保证

足够的休息时间，在后期不要因生活中一些事物引发的不良情绪导

致病状复发，从而影响治疗成效，要时刻提醒患者学会改善不良情

绪。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护理干预前后心理状况进行

HADS 评分以及住院时间进行分析对比。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1.0 统计软件中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并以（x±s）表示，若（P＜0.05）则差异显著，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心理状况以及住院时间比较 
实验组患者护理后心理状况HADS评分以及住院时间均较对照

组低（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心理状况和住院时间比较（ x ±s） 

组别 例

数 

住院时间

（d） 

护理前 HADS

评分（分） 

护理后 HADS

评分（分） 

实验组 34 6.87±1.89 17.89±2.58 6.78±0.24 

对照组 34 8.67±1.65 17.26±2.89 14.59±1.97 

t  4.305 0.976 23.612 

P  0.000 0.333 0.000 

3.讨论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随着社会老龄化发病率也在不断地提高，患

者会因为此种病症导致视力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有畏光和高压眼

以及流泪的病症表现，会对患者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务必要

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有效的护理干预。 

随着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医学模式逐渐从生物领域转向心理

领域，社会心理因素和疾病间的研究日益广泛，心理因素逐渐成为

了医疗治疗中的一个重大的因素，心理素质过硬的患者比心理素质

一般的患者康复的几率高[3]。原发性青光眼的致病原因，有很大部

分都是因为术前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导致眼压积重，反而加

重了青光眼病情的恶化，在做青光眼手术前，医护人员应对患者进

行心理开导，调节患者不安的情绪，运用放松训练缓解患者情绪，

提高治疗依从性。 

综上所述，心理干预在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中的护理干预成

效明显，患者在经过专业的护理以及心理疏导后，有效地进行自我

调节，医护人员在术前对手术患者进行心理辅导，疏通其心理障碍，

使其更好的配合医师进行手术，临床取得成效的同时也缩短了患者

的住院时间，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值

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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