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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在干眼症患者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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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运用针对性的护理在干眼症患者中的护理效果以及价值。方法：在本院选取在 2022 年 1 月到 2022 年 12 月治疗干眼症患

者 100 例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并且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 50 例，给予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方式，研究组则在常规的护理基础

上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效果以及满意度。结果：经过研究结果显示，实施针对性护理后，研究组患者满意度明

显的高于对照组患者满意度，并且研究组护理后的满意度高达（94%）；研究组患者护理后的焦虑、抑郁情况有明显的改善，比对照组患者

的评分低；研究组患者在用药上的依从性明显的有所提高，总依从度为（60.0%），两组患者之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实

施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可以改善患者干眼症的症状，对患者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程度上的提高，改善了患者心理的负面情绪，降低了不良反

应的发生，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能够在之后的治疗上积极配合，所以此护理方式值得在临床护理上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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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眼症是由于多种因素所造成的眼部疾病[1]，在临床上也被称

为干燥性角膜炎，该类疾病主要的症状为眼睛干涩、眼部痒、总感

觉存在异物、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痛热感觉、并且特别怕光怕风、

眼部的分泌物逐渐增加等症状。并且给患者眼部带来严重的不舒适

感觉[2]，也给患者的生活中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干眼症通常在眼科

是一种慢性的疾病，主要是患者眼部的泪腺动力学存在异常，从而

导致患者发病。随着我国社会电子产品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

们处于一个长期的眼部疲劳状态，从而导致我国干眼症的发病率逐

渐呈上升的趋势[3]。所以在针对干眼症患者不仅要通过治疗的方式

还要给予患者针对性的护理，在临床上治疗干眼症的患者主要采取

相对应的治疗措施，但是不仅要通过药物进行治疗，还需要落实到

护理干预上，为了进一步的提高对该病的治疗效果，我院将选取

2022 年 1 月到 2022 年 12 月治疗干眼症患者 100 例进行分析，给予

不同的护理方式，比较两组的护理满意度，具体分析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本资料 

本院选取在 2022 年 1 月到 2022 年 12 月治疗干眼症患者 100

例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并且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 50 例，

其中对照组男性患者有 35 例，女性患者有 15 例，年龄在 43 岁到

68 岁之间，平均年龄在（58.43±2.35）岁，泪腺分泌不足的患者有

20 例，泪腺功能正常的患者有 30 例，病程为 2 到 5 年，平均病程

为（6.45±2.12）年；研究组男性患者有 28 例，女性患者有 22 例，

年龄在 45 岁到 72 岁之间，平均年龄在（60.12±2.12）岁，泪腺分

泌不足的患者有 28 例，泪腺功能正常的患者有 22 例，病程时间为

1 年到 7 年，平均病程为（7.45±3.12）年。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

病程等在基本材料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经过检查确诊为干眼症患者；患者及其家属知晓并

签知情同意书；可以积极配合治疗患者。 

排除标准：患者具有精神疾病过往史；患者的肝肾功能有障碍；

不能积极配合治疗患者。 

1.2 方法 

（1）对照组：给予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的护理方式，对患者

进行常规的眼部检查，并且对患者进行相关药物的治疗，前后观察

患者的用药上的情况，并且及时的给予患者护理。 

（2）研究组：给予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取针对性的护理

干预。具体包括，对患者和患者家属进行干眼症疾病相关知识的健

康宣传，并且促进患者及其家属对有关疾病知识的了解，再根据患

者的干眼症症状的基本情况进行耐心的讲解并且疏导患者。同时，

在护理过程中要及时发现患者存在的问题，并且针对患者的疑惑及

时给出解答，对患者的家属做好相关疾病的宣教，促使家属可以协

助患者做好配合，以此来提高患者在用药上的依从性，并且还可以

给予患者讲解有关疾病的治疗案例，增强患者的自信心，消除患者

的焦虑、抑郁情绪等。细心的观察患者在用药上的状态以及情绪变

化，如果在用药过程中患者出现不良情绪要及时给予患者积极的疏

导，可以为患者播放一些舒缓心情的音乐，以此来降低患者的不良

情绪，使患者可以在舒适的环境中积极配合治疗。对于干眼症患者

在确诊后，及时叮嘱患者及时的就医，为患者建立治疗的档案，并

且落实健康的治疗方案。要针对干眼症的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干预，

在患者确诊后及时的分析患者的状况，并为患者制定合理的治疗措

施，降低患者在治疗时的紧张、恐惧心理等负面情绪。如果患者出

现不良情绪反应，及时给予患者心理上护理，疏导患者紧张、恐惧

心理等，使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得以改善，积极配合治疗，告知

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良好的心情。对患者饮食上的护理，主要

以清淡的食物为主，多让患者食用丰富的高蛋白、维生素等食物，

比如：鸡蛋、牛奶等，要避免食用过多的蔬菜和水果，避免吃一些

辛辣的食物，不喝刺激性的饮料等。疏导患者心理压力，以此来提

高患者的睡眠质量，要控制患者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减少电子产

品的辐射，减少患者的用眼时间，并且协助患者及时对眼部进行日

常的清洁。避免一些细菌感染导致患者的眼部难以恢复，监督患者

适当的对眼部进行按摩。如果患者配戴隐形眼镜，应该在洗漱和睡

觉的时候，及时将隐形眼镜摘出，因为在睡眠的时候，泪液分泌量

比较少，如果没有及时的摘出，会使患者的眼部继续感染，最终因

干燥使角膜泪腺受到损伤，使干眼症的情况加重。 

1.3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1.3.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满意度情况，结果以总满意度=（满

意+一般满意 

）/例数/100%表示，分数越高，表示患者护理后的满意度越高。 

1.3.2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评分情况，

结果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越严重。 

1.3.3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的用药依从性情况，结果以总依从度

=（依从+部分依从）/例数/100%表示，分数越高表示患者护理后在

用药上的依从性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对本次研究 100 例干眼症所有患者的临床数据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2.0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取卡方检验，用率（n%)表示，计

量资料行 t 检验，用（均数±标准差）表达，以 P＜0.05 作为统计

学意义存在的判定标准。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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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满意情况 

经过研究结果显示，实施针对性护理后，研究组患者满意度明

显的高于对照组患者满意度，并且研究组护理后的满意度高达

（94%），两组患者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满意情况 

组别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n=50） 
30 2 18 64% 

研究组

（n=50） 
40 7 3 94% 

X2 - - - 13.5624 

P - - - 0.0002 

2.2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况 

由研究组结果可以得出，研究组患者护理后的焦虑、抑郁情况

有明显的改善，比对照组患者的评分低，说明实施针对性护理可以

改 善 患 者 的 生 活 质 量 。 两 组 患 者 之 间 差 异 存 在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详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情况 

SAS SDS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n=50） 
27.51±3.12 23.16±1.61 27.45±3.16 22.43±1.06 

研究组

（n=50） 
28.45±3.14 18.47±1.54 27.56±3.17 16.23±1.11 

T 1.5015 14.8852 0.1737 28.5638 

P 0.1364 0.0000 0.8624 0.0000 

2.3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用药依从性 

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在实施针对性护理下，研究组患者在用药

上的依从性明显的有所提高，总依从度为（60.0%），两组患者之间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3. 

表 3 对比两组患者用药上的依从性情况 

组别 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度 

对照组

（n=50） 
25 5 20 10.0% 

研究组

（n=50） 
38 7 5 60.0% 

X2 - - - 12.0000 

P - - - 0.0005 

3 讨论 

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电子产品的不断升

级[4]，科技的不断更新，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上的作息时间越来越不

规律，从而导致患者的眼部出现疾病，干眼症的发病率也呈现一个

逐步上升的趋势[5]，严重的危害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还会导致患者

的正常阅读、驾驶、使用视频等，同时也会影响患者的社会交往质

量，久而久之会导致者患者存在心理生理上的障碍等，对于此类疾

病的发病十分的明确，并且患者的病程还比较长[6]，在临床上治疗

干眼症的患者主要采取相对应的治疗措施，但是不仅要通过药物进

行治疗，还需要落实到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上。通过有效的护理，提

高患者的身体状态、眼表的环境等，使患者的舒适度增加。干眼症

主要是因为患者的眼泪量和眼部异常的眼表损坏或是泪膜不稳定

所导致的，患者除了能感觉到烧灼感、眼痒等，还会逐渐的感觉到

视力在下降。患有干眼症的患者心理上的负面都比较严重，但是常

规的治疗和护理期间，社会支持的时间有限，还不利于患者的恢复，

因此，要对干眼症患者制定针对性的护理，确保患者的心理状态能

够保持良好的状态，并且改善患者心理负面情绪，最终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针对性护理在临床上具有全面、科学以及高效率等优势，

主要是以患者为中心进行护理，在临床上是具有较高的效率[7]。主

要是针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心理疏导、用药上的护理、饮食以及

日常生活上的针对性护理干预，其中再用眼上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主要是提高患者对眼部的重视，改善眼部疲劳等状态；心理上的护

理干预，主要是与患者建立起良好的护患关系，从而改善患者内心

的焦虑、抑郁、紧张等心理情况，使患者可以提高用药的积极性，

时刻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情[8]。在用药上的护理干预，主要是

叮嘱患者合理的用药，避免因为用药过多导致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等

情况[9]，使病情严重。饮食上的护理干预，主要是改善患者的饮食

规律，防止出现感染情况，经过适当的运动可以使患者的机体血液

循环，降低并发症的产生。通过以上的针对性护理，可以使患者与

护理人员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10]，促进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提高积

极治疗，建立患者的自信心和保护措施意识，从而使患者恢复。 

经过本次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在对患者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干

预下，研究组患者护理后的 SDA、SAS 自评量表评分明显的低于对

照组，说明实施针对性护理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研究

组患者护理后的满意度更优于对照组，且用药依从性也有所的提

高，说明对干眼症患者不仅要通过药物的治疗，还要做到针对性的

护理，使患者的心理、生理上得到明显的改善，以此可以提升患者

的满意度，可以在之后的治疗上能够积极配合。 

综上所述，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可以改善患者干眼症的症

状，对患者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程度上的提高，改善了患者心理的负

面情绪，降低了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此护理方

式值得在临床护理上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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