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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护理中的护理效果观察 

井艺颖，马晓静 

昌吉回族自治州中医医院  新疆昌吉 

【摘要】目的 分析心理护理在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护理中的护理效果。方法 此次研究总共纳入 80 例实

验对象，均是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1 月到我院诊治的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利用红绿双色球法进行分

组，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与研究组（心理护理）。对比分析两组的心理状态及护理效果。结果 干预后，

在 SAS 评分与 SDS 评分上，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0.05）。在眼压与视力水平上，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心理护理用于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效果显著，临床可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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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nurs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nursing of acute angle-closure glaucoma 

Yiying Jing, Xiaojing Ma 

Changji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Changji, Xinjia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nurs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acute angle-closure 
glaucoma nursing. Methods A total of 80 subjec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ll acute angle closure glaucoma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0 to November 2021. They were divided by red-green double 
chromosphere method into control group (routine care) and study group (psychological care).The mental state and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AS and SDS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 the level of intraocular pressure 
and visual acuity, the research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acute angle-closure glaucoma is remarkable,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can be further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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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在临床较为常见，主要是由

于眼球前房角关闭、眼内的防水排出受阻所致，给

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1]。由于急性

闭角型青光眼发病比较突然，患者对病情缺乏足够

的认知，易出现焦虑、害怕等负面情绪，不利于疾

病的治疗和康复。因此，临床加强对急性闭角型青

光眼患者的护理是十分必要的。临床研究发现，在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引用心理护

理的效果良好，有利于稳定患者的情绪，改善预后

结局[2]。对此，本文就心理护理用于急性闭角型青

光眼患者的护理效果进行分析，详细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开展时间在 2020 年 9 月~2021 年 11，研

究例数有 80 例，实验对象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

者，按照红绿双色球法分为 2 组，每组例数为 40 例。

研究组中男患者 21 例（占比为 52.50%）、女患者

19 例（占比为 47.50%）；年龄区间范围在 40 岁至

78 岁，平均（57.63±3.46）岁；病变位置：左眼 13
例，有眼 22 例，双眼 5 例。对照组中男性占比为

55.00%（22/40）、女性占比为 45.00%（18/40）；

年龄范围在 41 岁-77 岁，平均（57.49±3.85）岁；病

变位置：左眼 14 例，有眼 22 例，双眼 4 例。对比

分析两组的各项资料，P＞0.05。此次研究通过伦理

委员会的批准。 
纳入标准：（1）经临床检查诊断为急性闭角型

青光眼者；（2）年龄＞18 岁；（3）目前尚处于急

性发作期者；（3）了解此次研究流程，自愿参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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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研究者。 
排除标准：（1）心脏、肝脏等脏器功能不全者；

（2）精神异常或存在沟通障碍者；（3）配合度较

差者；（4）病历资料不齐全或中途退出研究者。 
1.2 方法 
（1）对照组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具体方法为：入院后，

做好常规宣教，注意观察患者的病情，遵医嘱为其

用药。 
（2）研究组 
研究组展开心理护理，详细方法为： 
1）加强沟通，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入院后，

责任护士应主动与患者沟通，向其自我介绍，帮助

其建立健康档案，陪同完成各项检查，并告知检查

的目的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寻找轻松的话题与患者

交流，比如家庭情况、兴趣爱好等，让患者身体放

松，提高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与其建立良好

的护患关系。 
2）心理护理：责任护士需要仔细观察患者的心

理状态，对于情绪不佳者，详细分析原因，并提供

个性化的心理疏导措施，具体措施为：①转移注意

力法：通过播放音乐、看电视、看书、聊天等方式

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尽可能满足其护理需求，防

止患者陷入焦虑、紧张等负性情绪中。②放松法：

责任护士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训练，每天练习 3 次

~5 次，每次练习时间为 3min，从而减轻其心理压力；

同时，也可通过冥想、静坐、按摩肌肉等方式来放

松患者的身心，消退其负性情绪，每天一次，每次

15min。③支持性心理护理：责任护士可经常与患者

交流，引导和鼓励其诉说内心的真实感受，为其解

答疑惑，在交流期间注意言语温柔，给予患者充分

尊重；同时，向患者介绍本院治疗成功的病例以及

预后良好的病例，告知我院拥有先进的眼科疾病治

疗技术以及临床经验丰富的医护团队，帮助其增强

治疗信心，提高治疗信心和康复信念。每天心理疏

导一次，每次时间控制在 15min。④家庭心理护理：

责任护士需详细向患者家属介绍疾病的相关知识及

负性情绪对病情康复的负面情绪，邀请家属参与护

理，尽量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多理解、陪伴

和关心患者，让其感受到家人的温暖和关心，不断

增强治疗信心，提高治疗配合度。⑤社会心理护理：

医院可以举办病友交流会、成立青光眼俱乐部、建

立微信交流群等活动，鼓励患者积极参与活动，与

其他患者交流学习，提升对疾病的认知程度，增强

社会交流能力，提高治疗信心。 
1.3 观察指标 
（1）心理状态：评估标准参照焦虑自评量表

（SAS）与抑郁自评量表（SDS），每个量表计为

0~100 分，焦虑量表以 50 分为界，抑郁量表以 53
分为界，分数越低，评定为心理状态越良好。 

（2）护理效果：仔细记录两组的眼压与视力水

平，眼压越低、视力水平越高，则视为护理效果越

良好。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

用 t 和“ sx ± ”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x2 和%表示计数

资料，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评价两组心理状态评分的差异 
干预前，研究组的 SAS 评分与 SDS 评分分别为

（58.73±5.46）分、（57.29±6.34）分，对照组分别

为（58.32±5.14）分、（56.92±6.21）分，两组的分

数对比差异不大（t1=0.346，t2=0.264；P1=0.730，
P2=0.793，P＞0.05）。 

干预后，研究组的 SAS 评分与 SDS 评分分别为

（32.85±2.03）分、（34.68±3.11）分，均低于对照

组（43.26±3.41）分、（45.24±4.36）分，比较存在

差异（t1=16.590，t2=12.471；P1=0.000，P2=0.000，
P＜0.05）。 

2.2 对比分析两组的护理效果 
干预前，研究组的眼压与视力水平分别为

（30.29±1.58）mmHg、（0.24±0.05），对照组分别

为（30.17±1.42）mmHg、（0.23±0.04），两组的数

据比较差异不大（t1=0.357，t2=0.988；P1=0.722，
P2=0.326，P＞0.05）。 

干预后，研究组的眼压与视力水平分别为

（13.15±1.03）mmHg、（0.69±0.11），对照组分别

为（18.59±1.36）mmHg、（0.43±0.07），研究组的

眼压低于对照组，视力水平高于对照组（t1=20.167，
t2=12.612；P1=0.000，P2=0.000，P＜0.05）。 

3 讨论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属于眼科常见疾病，好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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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群体，其发病原因是先天性房角结构拥挤或

其他眼部疾病导致房角关闭[3]。患者发生急性闭角

型青光眼后，容易出现眼部胀痛、视物模糊、恶心

呕吐等症状，病情严重者可致盲，导致患者承受较

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在对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

实施治疗期间，配合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是十分必

要的。 
既往临床对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主要采取常

规护理，虽具有一定的护理效果，但其未重视患者

的心理与精神状态，无法满足其临床需求，限制了

临床应用范围。心理护理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发

展而来的，其坚持病人为中心的护理理念，注重呵

护患者的生理、心理、精神等各方面的需求，进而

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促使患者早日康复出院[4]。

此次研究发现，研究组经心理护理干预后，其 SAS
评分、SDS 评分及眼压低于对照组，视力水平高于

对照组（P＜0.05），提示心理护理的干预效果更佳。

分析其原因是：心理护理作为综合护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要求责任护士将患者的具体情况作为护理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了解负面情绪产生

的原因及程度，为其提供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服务，

提高护理效果[5]。相较于常规护理，心理护理更加

注重患者的心理、精神等多方面的健康状况，其坚

持“心理学理论”作为护理基础，加强与患者沟通，

帮助建立健康档案、完善各项检查，并寻找轻松的

话题进行交流，获取信任感，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

同时，心理护理坚持“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通过

转移注意力法、放松法、支持性心理护理、家庭心

理护理及社会心理护理等方法舒缓患者的心理状

态，提高护理效果[7]。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用于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

效果良好，对于舒缓患者的负面情绪具有促进作用，

有利于提高视力水平，降低眼压，具有较高的临床

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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