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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针对我院在2018年7月—2019年7月范围内所接收的眼科疾

病患者50例进行研究分析，在研究的过程中采取数字随机的方法

对患者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一个组平均各有25例患者。其中，

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1:1，其年龄范围在21~76岁，平均年龄为（37.

62 ± 5.32）岁。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患者之间的一般资料进行比

较，其检测结果没有统计学差异，（P ＞ 0.05），可对比探讨。

1.2 方法

针对对照组实施常规眼科护理管理模式，针对观察组是以对

照组为基础进一步实施前馈控制管理护理，具体而言，所涉及的

护理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医护人员在患者入院之后，要对其病情状况进行全面分

析，并着重针对患者的风险因素进行全面深入的把握，并有针对

性地做好前馈控制措施。首先，为了使信息传输的准确性进一步

提升，要在患者的床头设置和标识更科学合理的交接班制度。其

次，针对患者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进一步确保病房能够

设置在护士工作站附近，确保护士能够针对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

情况进行深入严格的监测；再次，医护人员要指导患者科学合理

的进行眼部用药，注意方式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杜绝错用滥

用药物的问题。最后，医护人员要把握患者的心理变化情况，做

好切实有效的心理护理，使其焦虑紧张的负面心理情绪能够得以

有效缓解，确保相关的健康知识和注意事项等向患者进行详细深

入的讲解，进一步提升其治疗的依从性。

二是医护人员要着重针对病房环境所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彻

底解决。首先，在有效采取前馈控制措施之前，要结合实际情况

构建相对应的评估小组，进一步有效评价患者的病房设施，使患

者的舒适度得到全面增强。其次，医护人员要结合患者的具体需

求和标准，在病人活动区域要避免设置障碍物，从根本上有效规

避患者跌倒。第三，要确保空气的清新度，保持病房的温度和湿

度保持在适宜的范围内，同时做好定期通风工作。

三是要对患者的眼部进行定期的全面细致的检查，并科学记

录相应的检查结果。除此之外，医护人员要贯彻落实无菌操作，使

院内感染的问题得到充分杜绝。

1.3 观察标准

两组患者实施完相对应的护理干预之后，对其护理满意度以

及护理风险差错事件发生几率进行分析和对比。患者的护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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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的护理差错以及风险事件发生几率要十分显著的低于对照组，而在护理满意程度方面，要比对照组有明显的提升，（P＜0.05）。结论：

将前馈控制护理模式在眼科疾病患者的护理安全管理过程中进行切实有效的应用，能够使患者的护理满意程度得到充分的提升，使患者能够更快

的恢复到正常的健康状态，使其整体护理风险事件发生几率充分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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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着重选取我院在2018年7月—2019年7月范围内所接收的眼科疾病患者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对前馈控制在眼科护理安

全管理过程中的应用价值展开深入探讨，现在将整个研究过程进行总结报告。

度对比，主要采用医院自制的评分表（百分制），非常满意：＞74

分，满意：60～74 分，不满意：低于 6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本实验中所有临床数据输入到 SPSS23.0 软件进行分析和处

理，采用χ 2 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并采用 % 的形

式进行呈现，P ＜ 0.05 代表两组之间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过分析和对比，可以充分看出，观察组患者的护理差错以

及风险事件发生几率要十分显著的低于对照组，而在护理满意程

度方面，要比对照组有十分明显的提升，两组之间的对比有显著

的统计学差异，（P ＜ 0.05）。

3  讨论

从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通常所谓的前馈控制指的是，护理

管理人员针对事物的前期情况进行切实有效的观察和分析，进一

步对相关信息进行整理搜集，以此全面掌握具体的规律，有针对

性的预测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使风

险事件的发生几率得以充分的降低。在眼科疾病的护理实践中，

医护人员要具备更高的职业技能和业务水准，以此使相应的风险

问题得到充分规避和解决，从根本上确保患者的护理质量和护理

满意程度全面提升，从而充分确保医患纠纷事件得以避免。针对

这样的情况，对于观察组患者实施前馈控制策略，其护理满意度

以及风险事件发生几率等指标要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

4  结论

通过上文对于整个研究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将前馈控制

护理模式在眼科疾病患者的护理安全管理过程中进行切实有效的

应用，这样能够使患者的护理满意程度得到充分的提升，使患者

能够更快的恢复到正常的健康状态，使其整体护理风险事件发生

几率充分降低，这种方法有着十分显著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在

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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