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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持续性护理对干眼症患者的影响

王文娟

长春一诺眼科医院，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 目的 分析将持续性护理实施于干眼症的临床影响。方法 在 2020 年 11 月 —2020

年 12 月在我院选取 60 例干眼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顺序划分为两组，即对照组（ 常规护
理干预，n=30）和观察组（ 持续性护理干预，n=30），对比两组护理后的症状改善情况、HAMA、
HAMD 以及社会的支持度情况。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 持续性护理干预 ）各项症状改善效果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 常规护理干预 ）（P<0．05）。护理后，观察组的 HAMA 和 HAMD 评分明显降低，且
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社会支持度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备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在干眼
症患者的护理上实施持续性护理，可较好地提升患者的裸眼视力，缓解负面情绪，可及时改善患者的
社会心理状况，在临床上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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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眼症又为角结膜干燥症（KCS），属于一种

常见眼科疾病，为各种原因引发的眼部发涩、发干
的症状［1］。而发病的机制为泪液的分泌减少，内
膜中稳定下降，也可能为受到创伤性因素，病况严
重者可直接造成视力下降、疼痛瘙痒等表现［2］。
干眼症为全世界流行性疾病，近年来，患病率呈逐
渐增多趋势发展，并朝着年轻化方向发展，青年群
体干眼症患病率明显升高。但该病发生普遍，且任
何年龄段均可发生，国外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示，
亚洲国家发病率在 17% ～ 34%，女性的患病率高于
男性，和自身的激素水平变化存在联系性。目前，
干眼症已为一种全球流行性疾病，其患病率逐渐呈
现升高的趋势，且任何年龄阶段均可以发病［3］。
干眼症已然成为近年来临床研究重点内容、难点
问题，随着干眼症的深入研究，相关的护理研究随
之受到重视。基于此，本研究在干眼症中采取了
持续性护理，临床效果较佳，现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0年 11月—2020

年 12 月收治的干眼症患者 60 例，并分成两组。
纳入标准：①临床诊断治疗资料均无缺失，对本
研究所需使用药物无用药禁忌症者；②具有研究
知情权且自愿签订知情协议书；③本研究主动接
受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与监督。排除标
准：①存在严重的重要器官病变；②近期有过其
他的手术史；③凝血功能障碍和认知障碍。对照
组：男 16例，女 14例，年龄 28 ～ 70岁，平均年
龄（49．73±6．23）岁；观察组：男 17例，女 13例，
年龄在 28 ～ 70岁，平均年龄（49．76±6．27）岁。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疾病发展进程等一般资
料评估指标对照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
备较高的对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给予患者常规护理干预，包括
针对性治疗，保证治疗仪器的正常使用和规范准
确，详细地记录治疗过程药物出入，一旦遇到患
者出现眼痒、头晕等不适症状需要立马进行处理。
1．2．2  观察组 给予患者实施持续性护理干
预。先成立专业的持续性干预护理小组，通过培
训合格后到岗。对于干眼症患者需要在住院后及
时地建立好健康档案，并作为后期诊治依据，落
实相关的健康指导工作。对于眼压正常患者给予
阿托品眼膏对症治疗，配合人工泪眼治疗，加强干
眼症的症状监护，记录评估泪液质量。及时查清
病因，若患者是因为结膜炎造成的干眼症则需要
实施抗生素治疗，若是因为泪液质量存在问题，
则需要冲洗眼睑的边缘，配合适当按摩来促进泪
液的分泌，改善患者干眼症状。①心理护理。因
为患者在就诊时因为眼睛的异物感和干涩烧灼感
加上对疾病缺乏正确的认知，往往会产生焦虑、
恐惧的心理，同时，在长时间的治疗过程中，患
者产生焦虑的心态，因此需要给予体贴关怀，帮
助患者树立正确的抗病心态。临床上女性的心理
相对脆弱，容易产生失望悲观的心态，而干眼病
作为一种长期慢性疾病，需要鼓励患者保持规范
性坚持用药。②用药干预。在用药干预环节中，
叮嘱患者不可自行随意用药，例如随意使用具备
消炎等功效的眼药水等，需要严格地按照医师的
正确指导，应用不含有任何防腐添加剂且含有大
量电解质的人工泪液，如爱丽、泪然等，日均保
持在 4 次。③饮食干预。多使用富含维生素 A、C
以及 E 的果蔬，中餐多使用富含蛋白质食物，如
动物内脏、牛奶、豆鱼类等。避免使用辛辣刺激
的食物，少喝碳酸刺激性饮料。④生活干预。保
持患者眼睛的合理利用，养成良好用药习惯，避
免长时间的阅读，睡眠充足，尽量避免熬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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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用眼在 1h 上就要休息 10min 左右，在休息期
间，可以通过上下左右移动做眼保健操。注意合
理观看电脑，在其他具有辐射的荧屏上尽量避免
长时间工作，用手按摩面部穴位放松腰部或者远
望远处的绿色环境。在洗脸的时候注意睫毛和眼
睑的清洁，可以使用热毛巾热敷减轻疲劳感。隐
形眼镜的佩戴时间不宜过长。尽量避免在风尘烟
雾等环境中停留。对于屈光不正的患者可以配合
合适的度数眼镜。⑤加强沟通。建立微信群等社
交联系方式，通过不定期在微信群分享疾病的日
常防护知识和注意事项，获取患者家属的帮助与
配合，使其主动监督患者治疗情况，加强其自我
护理、管理等能力，做好定期的复查工作。对于
居住的环境需要将湿度控制在 60%，如果室内的
湿度偏低，则需要使用加湿器，做好开窗通风的
措施，维持空气的清晰。
1．3   观察指标 运用汉密尔顿抑郁评估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汉密尔顿
焦虑评估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
对两组负性心理情绪加以评估，分数呈下降趋
势，表示其心理状态健康程度更加良好。记录患
者护理后的社会支持量表，主要涉及主观、客观
两个方面的支持情况以及支持利用程度，一共有
110 个条目，评分越高代表效果越为理想。记录
患者护理后的裸眼视力。若 SIT>10mm/5min 同
时 BUT>10s，主观症状减少，则代表干眼症减

轻；SIT>10mm/5min 或者 BUT>10s，则代表主
观的症状无明显变化。
1．4   统计学方法 分析数据使用 SPSS 23．0，
计量资料采取［符合正态分布，平均数加减均值
（ ±s）］t 检验、计数资料（百分率，%）卡方对
应验证，有差异是 P<0．05。

2  结  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的 HAMD 和 HAMA 评分
比较 两组护理前 HAMD 评分及 HAMA 评分比
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护理后，观察组
的 HAMD 评分及 HAMA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组
间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护理后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比
较 据护理结果统计，观察组在护理后的 BUT 和
SIT 均高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的裸眼视力高于
对照组，组间对照具备统计学差异（P<0．05）。
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社会支持度评分比
较 据统计，两组护理前社会支持度评分方面对
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护理后，观察组的
支持利用度和主观支持度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
的客观支持度低于对照组，组间的对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HAMD 与 HAMA 评分对比（ ±s） 

组别 例数
HAMD（分） HAMA（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20．21±3．41 7．93±1．83* 21．31±3．38 9．93±3．36*

对照组 30 20．31±3．37 13．47±2．01* 21．34±3．35 14．23±3．84*

t 0．1142 11．1629 0．0345 4．6218

P 0．9094 0．0000 0．9726 0．0000

注：* 表示与组内护理前比较，P<0．05。

表 2 两组护理后的临床症状改善对比（ ±s）
组别 例数 BUT（s） SIT（mm/5min） 裸眼视力

观察组 30 14．73±5．12 12．73±3．01 4．63±0．47

对照组 30 8．31±4．01 7．72±2．03 4．07±0．33

t 5．4070 7．5583 5．3410

P 0．0000 0．0000 0．0000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社会支持度评分对比（ ±s）

组别 例数
客观支持度（分） 支持利用度（分） 主观支持度（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12．81±1．93 6．83±1．63 5．19±1．93 9．94±2．61 14．82±2．93 25．01±3．47

对照组 30 12．86±1．95 8．94±1．68 5．17±1．96 7．01±1．93 14．84±2．96 20．31±2．04

t 0．0998 4．9519 0．0398 4．9439 0．0263 6．3712

P 0．9208 0．0000 0．9684 0．0000 0．9791 0．0000

3  讨  论

干眼症作为一种由于任何原因均可能导致的
泪液质量异常、泪液动力学异常引发的泪膜稳定
性较低的疾病，即伴随眼部干涩、流泪、畏光、

视觉模糊等诸多不适感［4］。轻度症状则表示长
时间眼部不适感较低，导致其生活质量呈下降趋
势，症状严重者可直接诱发眼部感染和致盲。由
于造成干眼症因素比较多，因此，帮助患者寻找
原因实施针对性治疗十分重要［5］。同时需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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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也可引起干眼症，随意滥用润药剂等药物均可
能会导致干眼症的发生，例如药物噻吗洛尔、无环
鸟苷、复方妥布霉素等均可以造成一种药物性干
眼症，部分全身性疾病也可能会导致该疾病的发
生，例如基础性疾病（如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
炎等疾病［6］。

持续性护理作为一种入院至出院、提高出院
后健康心理干预、社会生理干预等一个整体化的
持续性护理环节［7］。在患者住院期间，以护理核
心为信息，为其提供针对性、个性化、持续性的治
疗护理服务，换而言之，收集患者在住院环节中
的所有疾病信息，护患关系、医院工作人员对患
者所提供的治疗、护理等服务可视为一种连续性
的关系，特征主要表现为护理合作性、护理连续
性［8］。在其顺利出院后，该护理模式对其给予对
应的家庭护理干预，以此来降低疾病复发率，改善
其生活质量，进而实现减少住院次数等目的。本
研究从生活习惯指导、工作环境引导、自我预防
护理管理、健康知识宣传教育干预、心理干预、饮
食干预、微信群宣教等多方面对患者展开持续性
护理，促使患者培养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性，保证充
足睡眠质量，提高患者对于干眼症的自我认知，
帮助其树立一个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疾病防范
意识等，自行纠正与转变自身用药不规范行为以
及日常生活习惯等，以便达到降低干眼症的复发
率目的。在用药指导上，主张早发现和早用药，避
免漏诊、误诊、预防干眼是降低干眼症复发率的
关键因素。一旦出现眼部不适需及时就诊检查，
用药越早效果越好。干眼症药物质量的整体目标
在于保障患者视力水平，缓解眼部浅表层的炎性
反应，加快眼部功能恢复速度。因为每一种药物
的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如果用药方式不当或者随
意使用药物均可能会对临床疗效带来一定消极
影响，反而加重病情。所以需严格地按照医师指
导，遵医嘱科学应用相关眼部质量药物或者运用
人工泪液等，不可随意用药或滥用消炎药水，因过
度的眼药水滴用可将正常泪膜冲走，加速泪液蒸
发，作为一种慢性药，需鼓励药物在护理中坚持用
药。在心理护理方面，医学研究表示干眼症患者
与健康的人群相比，具有更佳明显神经质个性，
表现为焦虑以及抑郁等负面情绪。在长期性的治
疗上，患者会刻意地回避疾病，因此，在护理中需
要重视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护理需重视沟通、
与人的需求，有效沟通可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
况，且女性的负面情绪更高于男性，因为年龄女性
的心理比较脆弱，更容易失望和悲观，缺乏抗病的
信心。所以在本次的延续性护理中，医护人员通
过针对性心理干预来体贴关系患者，取得积极的
沟通交流，引导患者主动地说出主观情绪，保持耐
心，为其详细讲解疾病发病机制、回答其对疾病、
治疗等方面所提出的问题，消除其心理压力，帮助
机体的康复。在饮食护理方面，多以清淡为主，
多摄入维生素 A、B、C、E 等，尽量少摄入油炸

刺激性食物。因为干眼症属于一种极容易复发的
慢性疾病，加强健康的宣教十分重要，持续性、规
范化的健康知识教育能够有效提升患者对自身疾
病的认知度与了解度，可预防干眼症的发生。因
为干眼症的症状没有特异性，多数患者缺乏对于
干眼症的正确认知，不利于干眼症的防治。健康
知识宣传教育内容主要涉及干眼症疾病的发病原
理、发病原因、有效预防方式、护理措施、治疗方
式以及有关注意事项等内容。干眼症不仅为一种
因素引起的眼病，也受到人们处于的生活环境、
行为方式等诸多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是诸多
因素协同下导致的结果。健康知识宣传教育方式
具备多样化特点，但也需要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让患者更容易接受。可以借助各种多媒体渠道展
开广泛的健康教育宣传，提升患者对于干眼症的
认知，帮助其自行纠正、转变自身不规范、不科学
的生活方式、用眼方式等。结合本研究的结果显
示，延续性护理的护理效果更优于常规护理，证实
了延续性护理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干眼症患者接受延续性护理后，可
以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社会心理状况，同时缓解焦
虑、抑郁情绪，提升临床效果。为干眼症患者治疗
提供有力的保障，在临床上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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