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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老年白内障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心理状态影响评价
陈金玲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第一医院　吉林　通榆　137200）

【摘　要】目的：通过对一年内我院 90 例老年白内障患者的临床调查分析，探讨临床上心理护理对其治疗效果以及影响；方
法：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我院一年内的老年白内障患者 90 例进行临床进行心理护理，分成两个组别：对照组和观察组
进行对比分析有，并针对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心理疏导，促进老年患者尽快康复；结果：经过两个组别的对比分析研究，两组老
年白内障患者护理前心理状态评分无明显差异，（P ＞ 0.05）；护理后，观察组老年患者 SAS、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评分，两
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心理护理对于老年白内障患者来说可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引导
老年患者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治疗与生活，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是一项值得积极推广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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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据社会调查统计发现，在老年人群中白内障发生率非常高，

患者会出现视力下降、视物不清等情况，当前治疗白内障的首

选方法为手术治疗，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体各项系统都处

于衰退状态，再加上各种基础病，手术风险较大，术后容易并

发心血管疾病或者其他疾病，对老年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较大

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将心理护理应用于老年白内障患者治疗

期间，针对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心理疏导，促进老年患者尽快

康复。本次研究选择了 90 例老年白内障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针对心理护理的应用效果进行探讨。具体研究过程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19 年 7 月 -2021 年 1 月本院收治的老年白内障患者中

随机选择 90 例参与研究，按照数字表达法分成两组，每组 45

例患者。对照组中，男、女患者比例23:22，年龄范围58-80岁，

平均年龄（68.5±3.3）岁，病程1-7年，平均病程时间（3.1±1.5）

年；观察组中，男、女患者比例 25:20，年龄范围 55--78 岁，

平均年龄（65.3±3.1）岁，病程1-8年，平均病程时间（3.5±1.3）

年。两组老年白内障患者的年龄、病程等基础资料对比不存在

统计学意义，SPSS17.0 系统发现 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45例老年白内障患者接受一般护理，具体内容如下：

护理人员引导老年患者接受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胸片等

常规检查，协助医生对老年患者的眼压、眼底进行检查，并做

好术前准备。手术过程中，密切监测老年患者生命体征变化，

做好保温、体征监护工作。手术后，护理人员定时更换眼部敷料，

清洁眼部周围皮肤，做好康复护理工作。

观察组 45 例老年白内障患者在一般护理基础上进行心理护

理，具体操作如下：（1）入院心理护理：护理人员需要以热

情的态度接待老年患者，主动介绍院区内各个区域的功能和注

意事项，消除老年患者的孤独感，拉近与老年患者间的距离。

许多老年患者对术后恢复效果十分担忧，因此护理人员主动介

绍白内障手术的安全性、有效性，多告知老年患者成功治愈的

案例，帮助他们建立信心。若老年患者有任何疑问，护理人员

都要耐心解答，引导他们正确排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2）

术前访视：手术前 24h，护理人员对老年患者进行访视工作，

评估心理状态、身体各项指标，帮助老年患者克服恐惧的心理。

（3）手术后心理护理：手术结束后，根据老年患者手术情况

采取不同的心理疏导方案。如果老年患者术后视力恢复较好，

则及时将好的手术结果告知患者，并鼓励、安慰患者，告诉他

们手术顺利，治疗效果十分理想，并详细说明康复期间的注意

事项，比如说尽可能以清淡、质软、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严

禁揉眼、低头，根据自身恢复情况适当进行活动锻炼，做好术

后并发症的预防。如果老年患者术后恢复较差，则用合理的方

式向老年患者说明原因，尽可能用正向、积极的语言与老年患

者沟通，给予专业健康指导，主动询问老年患者的感受，多给

予支持和鼓励，引导他们掌握自我护理能力，积极配合医护人

员的治疗操作，建立治愈的信心。

1.3 观察指标

选择汉密尔顿抑郁、焦虑量表（SDS、SAS）对两组老年白

内障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量表总分为 20分，分数越高，

则说明负面情绪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纳入到 SPSS17.0 的 Excel 表中，进行对比和检

验值计算，卡方主要是用于检验和计算患者计数资料之间的数

据差异，如性别、百分比等，平均年龄、病程数据比较采用平

均数 ± 标准差表示行 t 检验，当 P ＜ 0.05 为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统计，两组老年白内障患者护理前心理状态评分无明

显差异，（P ＞ 0.05）；护理后，观察组老年患者 SAS、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评分，两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两组老年白内障患者的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组别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45） 13.6±2.2 10.1±2.1 14.7±2.6 9.9±1.8
观察组（n=45） 13.5±2.4 6.5±1.8 14.6±2.5 6.7±1.5

t 0.2060 8.7312 0.1859 9.1615
P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手术治疗虽然能有效改善老年白内障患者的病情状况，提

高视力，但是手术操作可能引起应激反应产生，不利于术后康

复。大多数老年白内障患者对于病情、手术的了解十分浅薄，

进而在手术前会产生担忧、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术后还会

担心康复情况，进而抑郁。所以说，我们需要将心理护理应用

于老年白内障患者的围术期，通过科学的心理疏导方法，解除

老年患者的恐惧，帮助他们建立治愈的信心，做好心理准备，

最大程度上减轻老年患者的负担，调整心理状态，促进老年白

内障患者治疗依从性提升的同时，加快康复速率。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对于老年白内障患者来说十分重要，

可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引导老年患者以积极的心

态面对治疗与生活，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是一项值得积极

推广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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