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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护理对于眼科住院患者焦虑与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柏芳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庄煤矿医院 山东  新泰   271200） 

【摘  要】目的：研究眼科住院患者接受情绪护理对改善患者焦虑情绪以及提升患者生活质量的效果。方法：选择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协庄煤矿医院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0 月中的 100 例眼科住院患者进行研究，按照患者接受护理的不同方式进行分组，观察组 50 例、
对照组 50 例，对照组患者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实施情绪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焦虑情绪改善情况
以及生活质量提升效果。结果：观察组护理后焦虑评分明显低于组内护理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后焦虑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结果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实施的满意度为
96%，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眼科住院患者实施情绪护理能够更大程度的改善患
者焦虑情绪，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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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眼科疾病都需要接受手术治疗，而因为眼睛是人非常重
要的器官，大部分患者在得知需要接受眼部手术后情绪上都会有明
显抵触心理，并且容易出现焦虑、恐惧情绪，如果这些负面情绪持
续得不到缓解，则可能出现心理障碍，对手术的开展、手术效果甚
至患者预后都会形成明显影响[1-2]。所以针对眼科住院患者，做好护
理干预非常重要，在护理干预中，心理干预措施非常关健[3]。本研
究以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庄煤矿医院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0 月中的 100 例眼科住院患者为对象，具体分析情绪护理在眼
科住院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1.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庄煤矿医院 2017 年 10 月
-2018 年 10 月中收治的 100 例眼科住院患者进行分析，按照患者临
床护理实施的方式不同分为 2 组。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各地 50 例。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则在常规护理干预基
础上对患者实施情绪护理，具体实施措施如下： 

情绪护理干预：对于眼科患者而言，由于起视觉相对受限，跟
患病之前相比极易出现负面情绪。因此，科室选应派有较丰富情绪
护理经验的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情绪干预，每天与患者沟通，了解
患者情绪状态，发现患者存在的不良情绪并帮助疏导，协助患者寻
找正向信念，转变不良情绪，自觉形成积极应对疾病以及治疗的心
态。眼科患者在视力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护理人员可能无法
和患者保持对视，所以在与患者沟通时，女性患者护理人员可以握
住患者的手给予患者力量，使患者感受到被关心、支持，男性患者
护理人员可以轻拍其肩膀，使患者感受到被支持、理解，从而帮助
患者能够转变不良情绪，始终保持积极情绪。除此之外，若发现患
者有不良情绪出现，应积极沟通，对有恐惧、焦虑情绪的患者，需
要耐心的为其讲解相关的疾病知识，并告知具体的治疗方案，列举
以往治愈的案例，积极鼓励和开导患者，配合治疗。 
1.3 观察指标 

焦虑情绪：在入院时（护理前）、出院时（护理后）分别利用
SAS 焦虑自评量表进行评价[4]，量表包括多个问题，每个问题有 4
级评分，分别为没有（1 分）、有时（2 分）、经常（3 分）、总是如
此（4 分）。SAS 量表分界值为 50 分，其中轻度焦虑为 50－59 分，
中度焦虑为 60-69 分，重度焦虑为 69 分以上。 

生活质量：在入院时（护理前）、出院时（护理后）分别利用
SF-36 生活质量评定量表进行评价[5]，量表内容包括生活功能、社
会功能、生理角色、情感角色、躯体疼痛、心理健康、活力、总体
健康，量表总分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高。 

护理满意度：在出院时（护理后）利用医院反馈表评价患者对
护理开展的满意度，评价内容包括护理实施的方法、护理实施的态
度、护患关系建立、健康教育效果，每项评分 25 分，总分 100 分，
得分在 90 分以上表示完全满意，得分在 60 分以下表示不满意，处
于两者之间表示基本满意。护理满意度=完全满意率+基本满意率。 
1.4 统计方法 

用 SPSS22.0 分析结果，（ x ±s）表示焦虑情绪评分结果、生活
质量评分结果，[n(%)]表示护理满意度结果，分别行 t 检验，X 2 检
验，P＜0.05 为对照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焦虑情绪

护理前观察组和对照组焦虑评分结果差异不明显，不存在统计
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焦虑评分结果均有下
降，与组内护理前比较差异明显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
观察组焦虑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 SAS 评价结果比较（ x ±s，分） 
分组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0 62.35±4.19 50.33±3.99 
对照组 50 61.82±5.02 56.71±4.21 

t 0.6352 4.5189 
P 0.1206 0.0000 

2.2 生活质量 
护理前观察组和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结果差异不明显，不存在

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结
果均有升高，与组内护理前比较差异明显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护理后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2。 
2.3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实施的满意度为 96%，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 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3.讨论

本研究观察组对眼科住院患者在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实施情
绪护理，从患者入院开始，就注重与患者建立和谐护患关系，取得
患者的信任，以便于后期护理干预的开展。另外从情绪状态、心理、
环境方面对患者开展相应干预，并做好患者的健康教育，通过多个
方面的护理给予患者身心支持，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信念，以积极
的心态应对疾病以及治疗、治疗后的康复，其中健康教育的实施能
够帮助患者了解更多疾病及治疗相关知识，转变患者本身对于疾病
的不良认知，重建正确认知，切实认识到配合治疗及护理对于保证
治疗效果、康复质量的重要性，有助于患者以更高的依从度配合护
理人员的护理工作。  分析是因为观察组患者获得的护理干预更为
细致、全面，患者身心多方面的需求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对护理
会有更高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对眼科住院患者开展情绪护理能够更明显减轻患者
焦虑情绪，提升患者生活质量，还能够获得患者更高的护理满意度，
有广泛推广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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