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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延续护理在青光眼应用护理效果、对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方法：选取眼科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收诊青光眼患者 76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均分两组，延续组（行延续护理干预）38 例，常规组（行常规护理）38 例。结果：护理后两组患者视野、眼压水

平存在同质性，护理后延续组视野、眼压水平优于常规组（P<0.05）；经自拟满意度调研结果，常规组总满意度 73.68%，延续组总满意度 97.37%，统

计差异明显（P<0.05）。结论：延续护理的开展，利于改善青光眼视力指标，提高护理满意度，可作为青光眼护理首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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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为临床常见眼科疾病，主要因视觉神经凹陷性萎缩、视野缺

损导致视力水平降低，具有较高致盲率，以中老年患者为主要发病人群。

临床学者针对青光眼发生机制尚存在较大争议，多认为疾病发生与年龄

增大、机能减退相关，以手术治疗及非手术治疗为主[1]；手术治疗可有

效逆转疾病进程，改善患者视力水平，因术后康复周期较长，需定期复

查，有效了解视力转归情况，预后效果与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具有较高要

求，加强延续护理尤为重要。现研究笔者为提高青光眼患者护理满意度，

特引入延续护理干预对策，开展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眼科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收诊青光眼患者 76 例为研究

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均分两组，延续组 38 例，男女各 20、18 例，

年龄 52-82 岁，均龄（63.26±1.66）岁；常规组 38 例，男女各 19、19

例，年龄 53-84 岁，均龄（63.31±1.59）岁；入组青光眼患者病历资料

作统计比对，可比对（P>0.05）。 

1.2 方法 

延续组行延续护理干预，针对延续护理开展可行性、护理开展流程

等，对患者及家属进行讲解，预留患者联系方式，包括电话号、线上沟

通方式，如 QQ、微信，护理人员每周电话随访 1-2 次，了解患者居家

护理情况，督促患者遵医用药，避免自行更改药物剂量等，询问有无不

良反应，确保用药安全性[2]。组建以线上管理为主的远程指导方式，通

过建立群聊、公众号，医务人员检索最新医疗文献，撰写相关资讯于线

上进行推送，有利于青光眼患者实时掌握疾病最新资讯，提高健康意识
[3]；邀请患者及家属参与群聊，患者可通过图片、文字、语音等方式，

于线上进行疾病咨询，指派专科护理人员，于线上进行答疑解惑。 

常规组行常规护理，加强门诊宣教，针对青光眼疾病预后转归情况，

对患者进行讲解，告知滴眼药物使用方式、药物储存条件等，确保患者

遵医用药，督促患者定期复查。 

1.3 评价标准 

监测患者护理前后视野、眼压改善情况；出院时采用问卷调研方式，

了解患者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统计比对采用 SPSS24.0 软件，0.05 为统计学 P 值基础表

达。 

2、结果 

2.1 护理前后青光眼患者视野、眼压改善效果比对 

护理后两组患者视野、眼压水平存在同质性，护理后延续组视野、

眼压水平优于常规组，统计差异明显（P<0.05），见表 1。 

表 1 护理前后青光眼患者视野、眼压改善效果比对 [ x ±s] 

组别 时间 时间 IOP PSD MD 

常规组 38 护理前 16.25±1.16 4.12±0.65 
-13.16±

0.43 

  护理后 14.56±1.12 3.39±0.51 
-12.29±

0.41 

  t 值 6.461 5.447 9.027 

  P 值 0.000 0.000 0.000 

延续组 38 护理前 16.29±1.17 4.10±0.66 
-13.21±

0.44 

  护理后 11.05±1.05 3.21±0.42 
-12.55±

0.38 

  t 值 20.547 7.013 6.998 

  P 值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青光眼护理满意度比对 

经自拟满意度调研结果，常规组总满意度 73.68%，延续组总满意

度 97.37%，统计差异明显（P<0.05）。 

3、讨论 

青光眼具有患病率高、致盲率高等特异性表现，严重影响患者身心

健康，患者护理依赖性较大，于传统院内护理基础上，加强延续护理干

预尤为重要[4]。延续护理可不局限时间、地点开展连续性医疗卫生服务，

充分体验人文关怀，针对青光眼等疾病患者，通过建立 QQ、微信等线

上平台，有效明确患者转归情况，给予远程指导，不断优化管理模式，

确保临床护理开展契合患者所需，并于线上通过文字、图片、语音等方

式，拓宽健康宣教内容，与患者建立良性反馈机制，提高患者护理满意

度，为未来护理发展主要方向[5]。研究数据可知，护理后两组患者视野、

眼压水平存在同质性，护理后延续组视野、眼压水平优于常规组，统计

差异明显（P<0.05），延续护理工作的落实，通过加强护患沟通，便于

医护人员掌握患者居家护理情况，给予远程指导，充分调动患者潜在能

力，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改善视力缺损情况，合理调节眼压，促使

视力水平修复。经自拟满意度调研结果，常规组总满意度 73.68%，延

续组总满意度 97.37%，统计差异明显（P<0.05），患者满意度较高，利

于建立良好护患关系。 

综上，延续护理的开展，利于改善青光眼视力指标，提高护理满意

度，可作为青光眼护理首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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