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Medical Frontier  世界医学前沿 (2)2020.6

56

护 理 探 索

早期护理干预在黄斑水肿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赵福美

（兴义市人民医院　贵州　兴义　562400）

【摘  要】目的：探究早期护理干预在黄斑水肿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明确该措施是否能够对患者产生影响。方法：在本院中
随机选取 50 例患有黄斑水肿的患者， 对数字法进行利用，以此将患者随机分配为不同两组。此后，对两组分别采取不同的护理
措施。在研究结束后，统计两组数据进行分析，判断数据间是否存在差异，以此判断该措施实施效果。结果：发现通过不同的护
理措施，两组各项数据将具有较大的差异（P ＜ 0.05）。结论：早期护理干预实际效果良好，其能够对黄斑水肿患者多个方面产
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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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斑水肿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其不具备独立性，属于眼底

病理改变。针对该种疾病形成原因而言，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

其与视网膜疾病以及手术等因素具有密切联系。若不幸患有该

种疾病，患者视力极有可能受到影响，导致其无法准确辨认物

体形状，致使生活品质降低。因此在患有该种疾病后，患者必

须积极接受治疗。在实际治疗过程中，医院多会根据患者实际

状况，选择将相应药物注射到患者玻璃体内 [1]。但通过实践可

以发现，该种方法虽然实施效果良好，但其风险性与操作难度

极高。在特殊情况下，该项治疗手段将无法促使患者视力恢复，

且极易引起多种并发症，导致患者身心健康受到威胁。为此，

我国学者相继进行研究，并提出对患者采取治疗措施时，医院

有必要进行早期护理干预，深入挖掘该项治疗手段的核心价值，

恢复患者视力水平，保障其生活品质。为明确该项措施实施效

果，本文特此展开探讨，并随机在本院中选取 50 例患者进行

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 资料与分析

1.1 一般资料

在本院中随机选取 50 例患有黄斑水肿的患者，其年龄均处

于 43岁至 72 岁的范围内，年龄的平均数值为（59.11±3.58）

岁。其中，男性的实际数量为 26 例，女性的实际数量为 24 例。

本文选取的患者一般资料不具有差异，均符合相关诊断标准，

且已对存在眼底疾病既往病史、接受过眼科手术、精神状态存

在异常、认知方面具有障碍以及患有其他重大疾病的患者进行

排除，故而患者间具有良好的可比性。正式开展本次研究前，

本文已事先将各项研究细节如实告知患者及其家属，并成功取

得各方认同。

1.2 研究方法

对数字法进行利用，以此将选取的患者随机划分为对照组

与观察组，每组包括的患者数量为 25 例，且分别包括 13 例男

性与 12 例女性。在患者入院后，对其采取相同的治疗手段，

即将药物注射到患者玻璃体内，并密切关注其各项数据的变化

状况，严格做好包扎工作。此后，对两组采取不同的护理措施。

其中，对照组接受的是传统护理，即在患者入院准确评估其心

理状况，严格做好视力水平的检查工作，为其详细讲解与该种

疾病相关的知识内容，消除其具有的不良情绪，并不断优化病

房环境，提高患者舒适程度。此外，应促使患者对该项治疗手

段的可靠性及重要性形成正确认知，且能够积极配合治疗。在

患者出院后，对其开展相应的指导工作。观察组接受的是早期

护理干预。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接受不同措施后的治疗效果、焦虑情绪及是否出

现并发症。其中，治疗效果包括三个等级，分别为显效、有效

以及无效，判定标准如下：①显效。即患者视力已恢复至正常

状态，且症状已得到消除；②有效。即视力与黄斑均存在改善

现象；③无效。即患者各方面均未得到改善。焦虑情绪调查工

具为焦虑自评量表，满分为 25分，分数越低即代表效果越好。

并发症主要包括高眼压以及眼内炎等。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t 检

验，计数资料行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两组治疗效果

两组治疗效果具有的差异较大（如表 1所示）。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n=25） 9（36%） 12（48%） 4（16%） 21（84%）
观察组（n=25） 16（64%） 8（32%） 1（4%） 24（96%）

2x 9.226 9.131 9.045 9.623
P ＜ 0.05 ＜ 0.05 ＜ 0.05 ＜ 0.05

2.2 分析两组焦虑情绪与并发症发生率

通过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两组焦虑情绪具有较大的差异（如

表2所示）。此外，对照组中有2例出现眼内炎，1例出现高眼压，

共 3例；观察组仅有 1例出现眼内炎。

表 2 两组焦虑情绪对比

组别 n 焦虑情绪评分
对照组（n=25） 25 20.46±1.21
观察组（n=25） 25 16.19±0.47

t 12.388
P ＜ 0.05

3 讨论

黄斑水肿极有可能导致患者视力降低，致使其日常生活受

到影响，因此必须及时对患者采取治疗措施 [2]。在治疗过程中，

医院有必要对患者同时开展护理工作。针对早期护理措施而言，

其主要内容如下：①在患者入院时，依照相关标准科学评估其

心理状况，并积极与患者进行沟通。在沟通过程中，应为患者

详细讲解导致其视力水平降低的原因以及治疗手段的可靠性及

重要性，消除患者具有的恐慌心理，提高其治疗信心与依从性。

在必要情况下，应对实际案例进行适当引用。在手术开始前，

应严格做好对患者泪道的清洁工作，保障其睡眠质量，并采取

禁食处理措施；②应深入分析患者各项信息，并根据实际要求

对手术室温度及湿度进行调整，协助患者改变体位。必须对患

者进行鼓励，帮助其消除恐惧心理，从而为手术顺利进行提供

保障；③必须确保手术室消毒处理工作具备科学性，并在手术

正式开始前通过生理盐水对术眼进行冲洗，做好麻醉工作。应

严格审查药物，避免其存在结块现象；④在手术结束后，应要

求患者保持坐位或半坐位，并以轻微的力道开展眼球按压工作，

以此提高治疗效果，降低并发症发生的可能性 [3]。通过本文的

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两组数据具有的差异较大。

综上所述，早期护理干预实施效果良好，其对提高治疗效果，

缓解患者情绪，降低并发症发生的可能性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各医院应对该措施形成正确认知，并进行科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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