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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在医院当中，为他们提供心理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 80 例作为对象
研究，随机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方法，观察组采用心理护理的方法，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情绪评分以及
护理之后的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情绪评分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要比对照组高（P＜0.05）。
结论：临床上运用治疗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的过程中，采用心理护理的方法，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能够帮助患者改善情绪，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水
平，值得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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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致盲眼病，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产生的具体原

因与晶状体带来的瞳孔阻滞有着较大的关系，这一疾病通常会伴随着出
现白内障的症状。传统的治疗方式即充分解除发病因素当中晶状体带来
的瞳孔阻滞，比如运用虹膜边缘切除术等，可是术后通常会产生一系列
的并发症。一般来说，患者会产生各种不良心理状态，比如抑郁焦虑等
情绪，将会直接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有关的研究资料表示，在手术治
疗当中配合心理护理的方法，能够有效帮助患者减轻内心的不良情绪，
增强患者的治疗有效性。此次研究具体探讨将心理护理运用到原发性闭
角型青光眼患者中的具体效果，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 80 例作为对象研究，随机均分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的患者中包括男性 30 例，女性
10 例，年龄 42-69 岁，平均患者年龄（50.75±2.36）岁；观察组患者
中包括男性 29 例，女性 11 例，年龄 43-70 岁，平均患者年龄（50.76
±2.37）岁，比较两组一般资料，未发现显著差异（P＞0.05）。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方法，观察组采用心理护理的方法， 
1.2.1 入院时心理护理 
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这一疾病与其他的疾病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此种

疾病的患者的疾病情况会严重影响到患者自身的实际生活以及身体机能
状态，患者的疾病病情很严重，大多数患者会产生紧张、焦虑的心态。为
了帮助患者入院时的内心不良心理情绪，护理工作人员要为患者和家属介
绍医院的环境、治疗方案等内容，为他们简单介绍医护人员，减轻患者进
入到陌生环境当中所产生的恐惧感受，帮助患者稳定心理状态，方便患者
主动配合临床治疗以及护理操作，提高患者的治疗与护理的依从度。 

1.2.2 治疗时心理护理 
为了方便患者后续的治疗以及护理工作，护理工作人员要与患者保

持良好的关系。在整个的护理工作过程中，护理工作人员要始终保持温
和的态度，患者所提出的问题，护理人员要及时的认真解答。为了患者
负责，要强化护患之间的交流，获得患者的信任感，构建起好的护患关
系。通过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动态性对患者的心理状态实施掌握，
针对存在比较严重不良情绪的患者，护理工作人员要运用有效的手段鼓
励患者说出自己的内心想法，护理人员要仔细倾听，耐心回答患者提问
的问题，进而加强患者对疾病的认识程度，降低患者出现的各种不良心
理状态，让患者保持能够治愈疾病的自信心。 

护理工作人员还要高度关注，患者在治疗疾病当中要营造出理想的
病房环境，确保病房当中合理的温湿度状态。在护理过程中保持轻声说
话、轻声关门等，降低噪音带来的影响。护理人员还需要多为患者提供
鼓励，采用多种方法减轻患者的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的治疗和护理参与
度。护理工作人员还需要保持充足的耐心，为患者提供充足的关怀，及
时发现患者内心的不良情绪，运用有效的方法提供疏导，帮助患者在治
疗当中保持好的内心情绪，降低患者内心的心理压力，减少患者的担忧
情绪，提高治疗疾病的自信心。 

1.2.3 家庭支持护理 
护理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患者的疾病康复的情况，鼓励患者上门进

行探望，减轻患者内心的不良情绪。结合患者的个性特征，运用合理的
方法，消除患者内心的焦虑抑郁情绪。护理工作人员要给患者家属提供
良好的内心疏导，介绍家庭支持给患者治疗疾病带来的重要价值，促使
患者家属帮助患者完成简单的生活动作，帮助患者顺利战胜疾病。通过
与患者之间的良好沟通，增强患者与家属的认同感，保持护患关系的稳
定程度，为后续治疗患者疾病夯实基础。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情绪评分以及护理之后的两组患者的生

活质量评分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全部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资料运用 SPSS21.0 软件进行分析，

运用 P<0.05 的方法来表示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情绪评分 
经过护理前，两组患者的情绪评分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经过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情绪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情绪评分情况（ sx ± ，分） 

抑郁评分 焦虑评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40） 54.40±6.50 33.50±4.20 55.80±4.50 32.10±4.30 
对照组（n=40） 55.20±6.20 45.60±3.10 55.30±4.10 46.50±4.20 

P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经过护理之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要比对照组高（P

＜0.05），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sx ± ，分） 
组别 例数 生理健康 躯体疼痛 生理角色 活力 社会功能 精神健康 情感职能 
观察组 40 89.6±6.3 88.4±6.3 84.6±5.8 82.4±6.5 85.2±7.5 91.5±5.2 88.3±7.5 
对照组 40 74.2±6.2 67.6±8.3 71.5±6.5 70.6±5.6 74.1±8.3 82.3±5.6 76.3±6.8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一般都会出现情绪不稳定、思想压力

大、睡眠不佳的问题。部分患者的预后效果并不理想，有着较高的致盲
性。大部分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适应能力不高、性格孤僻、情绪比
较差。担忧出现预后不良的情况，出现较为显著的孤独感。面对这样的
现状，心理护理能够帮助患者减少内心、生理等方面的应激性。 

大部分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的疾病患者，在临床治疗过程中，非常
容易出现各种不良的心理状态，此种不良的心理状态容易让患者出现失
眠的问题，导致患者睡眠质量降低，导致患者的机体节律出现紊乱的状态，
活动能力大大下降，非常不利于患者术后的伤口恢复，因此，为了确保患
者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心理护理非常关键。 

结果表示，观察组的患者运用心理护理的方法，从情绪评分以及患
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情况来分析，要比对照组运用常规护理的效果更加理
想，两组对比，差异显著 （P＜0.05）。 

总而言之，在临床上对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进行治疗当中，
运用具有较高水平的心理护理方法，让推行护理当中的医生、护理人员

也能够保持更高的心理素质，能够保持更高的职业素养，经过不断的努
力，提高自身素质，扩大知识范围。作为医生，也要重视患者的心理状
态，医护人员努力帮助患者获得良好的护理服务，改良患者内心的不良
情绪，改善生活质量，运用价值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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