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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优质护理对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眼压的改善效果
程燕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中心医院眼科） 

【摘  要】目的 探讨分析对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眼压行优质护理的改善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均选自本院 2017 年 01 月-2019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急性闭型青光眼患者，共 58 例，按照患者就诊的先后顺序对其进行平均分组，分别为常规护理组 29 例并对其开展常规护理

干预，以及优质护理组 29 例并对其开展优质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眼压改善情况以及眼压控制效果。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一周的眼压

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患者经过三个月的护理后，其眼压较治疗前均有明显差异。但是，优质护理组患者的眼压改善情况明显

好于常规护理组患者，（P＜0.05）；优质护理组患者的眼压控制效果明显好于常规护理组患者，（P＜0.05）。结论 根据本次研究的结果

可以确认，对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眼压行优质护理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眼压，提高对患者的眼压控制效果，具有推广价值。 

【关键词】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眼压；优质护理；改善效果；对比分析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属于一种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眼科疾病，其发

病率女性要高于男性，随着近些年来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急性闭

角型青光眼的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涨的态势，这种疾病如果没有

接受及时的治疗，将很容易导致患者出现失明的严重后果。而在对

患者治疗的过程中，对患者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也会直接影

响到对患者的治疗效果[1]。因此，本文选取我院收治的 58 例急性闭

型青光眼患者开展本次研究，旨在探讨分析对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

者眼压行优质护理的改善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均选自本院 2017 年 01 月-2019 年 10 月期间收治

的急性闭型青光眼患者，共 58 例，按照患者就诊的先后顺序对其

进行平均分组，分别为常规护理组 29 例并对其开展常规护理干预，

以及优质护理组 29 例并对其开展优质护理干预。全部患者中的男

性 22 例，女性 36 例，患者的年龄区间为 44 到 79 岁，平均年龄为

55.4（s=3.7）岁。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常规护理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在这个基础上对优质护理

组患者开展优质护理干预，主要包括：第一，患者入院后，为患者

配置专门的护理人员，并对患者的心理状态开展全面的评估，加强

对患者的基础护理和心理护理，并每天与患者交流 20 分钟以上。

第二，根据患者的接受能力，对患者开展全面的健康教育，使患者

能够知晓各种注意事项，加强患者的自我防护能力。第三，在患者

术后医护人员需要对其密切观察，并按时为患者滴眼药水和换药，

而且要注重两种药物的用药间隔，防止患者出现全身反应。在患者

术后七天，为患者按摩术眼，使患者眼部的血凝块阻塞以及巩膜切

口炎性渗出可以有效去除[2]。 

1.3 观察指标 

在两组患者术后一周，检查和记录两组患者的眼压，并在会患

者经过 3 个月的护理后再进行一次检查，然后开展对比。同时，分

析对患者的眼压控制效果，分别是有效和无效。有效：患者的眼压

恢复到正常范围；无效：患者的眼压高于正常范围。并统计和对比

两组患者的眼压控制有效率。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开展分析，百分比（%）表示计数资

料，通过卡方检验进行分析；计量资料行 t 检验，通过均数±标准

差（ ±s）表示。P＜0.05 时，表明资料比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眼压控制效果 

优质护理组患者的眼压控制效果明显好于常规护理组患者，（P

＜0.05）。详情如表 1 所示。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n/(%)] 

组别 n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优质护理组 29 28 1 77.50 

常规护理组 29 22 7 93.88 

/ / / 5.220 

P / / / 0.022 

2.2 对比两组患者眼压改善情况 

优质护理组患者术后一周的眼压为（14.1±2.1）mmHg，常规

护理组患者术后一周的眼压为（13.9±2.0）mmHg，组间对比无显

著差异（P＞0.05）；两组患者经过三个月的护理后，其眼压较治疗

前均有明显差异。优质护理组患者的眼压为（16.9±2.3）mmHg，

常规护理组患者的眼压为（19.8±2.5）mmHg。但是，优质护理组

患者的眼压改善情况明显好于常规护理组患者，（P＜0.05）。 

3  讨论 
有大量的临床研究资料表明，青光眼有着很高的致盲率，现如

今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致盲类眼病，其致盲率仅次于白内障。而

在青光眼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一种类型就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这也是造成患者致盲的主要疾病。而在对患者治疗的过程中，对患

者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稳定患者的眼压就是至关重要的。而

常规的护理方法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护理效果，无法有效的改善患

者的病情，并且没有重视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导致

患者难以积极的配合医护人员的护理干预，不仅极大的影响了对患

者的治疗效果，患者对护理也难以真正的认可，很容易出现医患纠

纷问题[3]。 

而通过对患者开展优质护理，则可以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开

展更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有效的加强医护人员与患者的沟通交

流，及时有效的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使患者能够对疾病有着更加

深入的了解，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自我防护能力，还可以促使

患者积极的配合治疗，更好的改善和控制患者的眼压，促使患者更

快的恢复健康。本次研究的结果也充分的佐证了优质护理的优越

性：两组患者术后一周的眼压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患

者经过三个月的护理后，其眼压较治疗前均有明显差异。但是，优

质护理组患者的眼压改善情况明显好于常规护理组患者，（P＜

0.05）；优质护理组患者的眼压控制效果明显好于常规护理组患者，

（P＜0.05）。 

综上所述，对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眼压行优质护理可以有效

改善患者的眼压，提高对患者的眼压控制效果，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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