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临床医学研究(1)2019,4

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电子设备的进一步

应用和普及，使眼科疾病患者日益增多，并且逐步呈现出低龄化

的趋势。所以，要着重针对眼科疾病患者做好切实有效的护理管

理。本次研究中随机选取 2018 年 10 月 -2019 年 4 月在我们医院

进行眼科疾病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针对护理安全在眼科护

理管理过程中的应用价值进行分析和评价。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8 年 10 月 -2019 年 4 月在我院进行眼科疾病治疗的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涉及的患者有90例，按照数字随机的方法

对其分成对照组（n=42）和观察组（n=48）。患者的男性和女性

的比例为 1:1，其中年龄最大的是 82 岁，年龄最小的是 23 岁，平

均年龄是（54.82 ± 5.83）岁，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比并没有显

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有相应的可比性。

1.2 方法

针对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针对观察组是以对照组为基础，

着重做好护理安全干预措施，具体包括：

1.2.1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和业务水平。着重针对护理人

员进行定期的专业技能培训，确保护理流程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从根本上确保整个护理过程的安全性。

1.2.2 与患者密切沟通交流，充分规避风险隐患。要结合患

者的实际情况，与其进行密切的沟通和交流，针对医院的环境，

注意事项和自我防护技能等进行充分的讲解，使其有效掌握相

关事项。

1.2.3做好切实有效的安全和健康教育。在操作过程中要针对

疾病的相关知识和危害进行详细深入的讲解，使患者针对自身的

病情能够有效掌握，并具备相应的防范意识和护理技能。从患者

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其制定科学合理的作息时间，并在护理实践

中监督和引导患者有效实施。

1.2.4 心理疏导护理。为患者做好心理疏导和护理工作，使其

负面情绪充分消除，进一步提升配合程度和治疗的依从性。

1.2.5为患者全面细致的讲解治疗之后的护理方法，进一步指

导患者科学合理的用眼，讲解让部分玻璃体切除手术中注入了重

水、硅油的患者保持俯卧位的目的和注意事项，以此使视网膜的

恢复效果得到充分提升。

1.2.6 药物安全指导。医护人员需正确指导患者按时、按量用

药，针对药物的作用，原理以及注意事项进行全面讲解，着重做

好并发症的防范策略，并针对药物应用的注意事项进行有效告知，

以此使药效充分提升。

1.2.7 科学饮食指导。要禁止食用辛辣荤腥等刺激性食物，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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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对患者实施一个月的护理管理之后，对其护理满意程度和不

良反应发生几率进行分析和对比。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满意度

进行调查研究，满意度 =（十分满意 + 满意 + 基本满意）/ 总人

数。满意度总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代表满意度越高，充分说明

护理效果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3.0软件处理研究中的相关数据，计数资料行检验

χ 2 检验，采用 n（%）表示，计量资料 t 检验，用 P<0.05 代表对

照组和观察组之间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护理 1 个月后，其护理风险、不良反应事件发生

几率以及患者的护理满意程度等相关指标，都要十分显著的优于

对照组，（P<0.05）。

3  讨论

在眼科护理管理过程中，着重采取护理安全管理措施，主要

指的是护理人员在具体的护理实践中，针对相应的护理流程和规

章制度进行严格遵守，从根本上确保患者的生命健康和眼部安

全。通过护理安全管理措施，能够充分确保患者的护理满意程度

充分提升，使护理风险事件发生几率进一步减少。同时，护理安

全干预也可以使患者的负面性情绪得到有效缓解，使其提升治疗

的依从性和配合程度。同时，护理人员对其进行切实有效的健康

教育，使其掌握科学合理的安全防范措施，更有效的提升患者的

治疗效果。

4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上文对于整个研究过程的分析，能够进一步

看出，在患者的眼科护理管理过程中，结合其具体情况，有针对

性的实施护理安全管理，这样能够使患者的负面性的情绪以及风

险事件和不良反应发生几率充分降低，使其护理满意程度进一步

提升，这种护理安全管理措施值得在实践中进一步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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