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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patients satisfaction, we studied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in ophthalmic clinic area surgical treatment. Methods: 70 ophthalmic 
clinic area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health education inter- 
vention and control group with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researched 
through health education before diagnosis, out-patient examination, the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reatment, operation health teach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after diagnosis. The forms of 
health education include health education publicity column, tutorial, giving The Health Education 
Prescription, video education. Control group used the method of health education before diagnosis 
and nuncupation. Results: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patient’s health conscious-
ness in ophthalmic clinic area surgery, optimize the medical process, maintain the good order and 
clinical environment. The recovery of experimental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health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
able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measures can provide personalized, holistic nursing care, re-
duce the patient’s pain and the economic burden, and promote rehabilitation. At last, it can im-
prove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to nursing working, and also improve the nurses’ study enthusiasm 
an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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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健康教育干预在眼科日间门诊手术治疗中的作用，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方法：将70
例眼科日间患者随机分为健康教育干预实验组和常规健康教育对照组，实验组进行诊前健康教育、门诊

检查、治疗过程中的健康教育、手术的健康宣教、离诊时健康教育。采用健康教育宣传栏、个别指导、

赠送《健康教育处方》、视频教育等不同内容及形式的健康教育。对照组进行诊前健康宣教，采用口述

的方式进行。结果：通过健康教育干预提高了眼科日间门诊手术患者的健康意识，优化了就诊流程，维

持了良好的就诊秩序和诊疗环境。实验组康复情况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按照科学合理的健康教育干

预措施实施健康教育可以提供人性化的整体护理，减轻病人的痛苦和经济负担，促进康复。提高了患者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同时也提高了护士的学习积极性和业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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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教育是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是具有前瞻性的教育，是现代护理理念中整体护理的重要步骤，

同时也是临床护理实践中相对薄弱的环节[1]。眼睛是保证人类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器官。随着眼

科治疗的进展，眼科日间门诊手术具有组织损伤小、切口不用缝合、手术时间短、视力恢复快、可在表

面麻醉下完成等优点，这不仅减少了治疗费用，还大大方便了患者和家属[2]。在护理上怎样配合开展眼

科门诊日间手术患者健康教育，以保证手术安全成为护士必须认真探讨的问题。应用健康教育干预，采

用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针对眼科门诊就诊患者的特点，对接受眼科门诊日间手术治疗的患者进行自

我护理宣教，使患者了解相关的疾病知识并掌握眼科手术术前术后自我护理的知识，取得满意的效果。

鉴于患者围术期生理、心理会有很大改变，为患者实施健康教育，对减轻痛苦、改善生存质量具有积极

意义[3]。现将研究结果进行如下报告。 

2. 资料与方法 

1) 临床资料：2016 年 1~6 月选择符合入组条件的我院眼科门诊患者 70 例作为研究对象，男 38 例，

女 32 例；年龄 40~80 岁；平均年龄：58 岁。入组条件为：① 已确诊的眼科手术患者，② 神志清楚、

无认知障碍，③ 思维正常、能进行语言沟通，④ 生活能自理，⑤ 居住北京、能定期门诊复诊，⑥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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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家属自愿参与。排除条件：① 老年期痴呆患者，② 有严重的心肺疾患及并发症等危险因素者，③各种

原因致发病前已存在肢体功能障碍者，④ 有情感及认知障碍、听力障碍、失语等不能完成或配合想象者[4]。 
2) 方法：将上述 70 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36 例，对照组 34 例。对照组进行诊

前健康宣教，采用口述的方式进行。实验组进行诊前健康教育、门诊检查、治疗过程中的健康教育、手

术的健康宣教、离诊时健康教育。采用健康教育宣传栏、个别指导、赠送《健康教育及护理手册》、视

频教育等不同内容及形式的健康教育。(1) 在眼科门诊设立健康教育护士，配专业护士。(2) 制作不同形

式的宣教资料(彩色图片册、录像、宣传单)，以适应不同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的患者，以专业护士的宣

讲为主。(3) 护士根据患者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评估患者对眼科日间门诊手术有关知识的了解程度，

对患者进行宣教，然后初步评估患者对眼科日间门诊手术术前术后自我护理知识了解掌握程度。(4) 患者

按约定时间到达手术室时，接诊护士再次评估患者术前健康教育执行情况和术后健康教育知识掌握情况，

根据需要做必要的补充。(5) 患者术后第 1 天复诊，健康护士再次评估患者术后健康教育掌握的程度，确

定患者能按要求做好术后自我护理。 
3) 健康教育干预宣教内容：(1) 眼科日间门诊手术相关知识：眼科日间门诊手术治疗及手术的安全

性。(2) 眼药的使用：滴眼药水和涂眼药膏的方法，术前 3 天及术后需按医嘱使用眼药。(3) 术前健康教

育干预：注意饮食起居，避免感染流行性疾病，如感冒等。术前应洗净头发、沐浴、修剪指甲。避免套

头、高领的衣服，以免术后更农困难或触及术眼。手术当日可正常饮食，但不易过饱。如患有哮喘、高

血压、糖尿病等需经常服用某种药物或有药物过敏的，应预先告知医生；手术当日也要常规服用该类药

物。义齿、贵重物品、饰物，如戒指、耳环、手表等应先除去，放在家中。手术当日，应由家人陪同，

于约定时间到达，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接受手术的，请通知医护人员，以便做相应的处理。手术时的配合，

手术进行时应保持安静，如有不适、需咳嗽或移动体位，请先告知医护人员。介绍手术室环境及手术流

程。(4) 术后的健康教育干预：未经医护人员指示，切勿自行将纱布拆开，或用手揉搓术眼。避免剧烈运

动、碰撞及震荡头部，以免影响眼部伤口。术后正常进食营养丰富、易消化食物，保持大便通畅，防止

便秘。注意个人卫生，避免灰尘、水进入眼内，注意眼部清洁，在需要时，可用消毒棉球及冷开水，按

护士指导清洁眼部。按时使用医生处方药物。预防疾病，如发热、咳嗽等应及时就医。术眼如无故出血、

红肿疼痛、视力突然模糊等，应及时就诊，以免延误治疗。术后有些患者需配戴较低度数的眼镜。按预

约时间复诊。 
4) 评定方法：采用健康教育效果评分表，表格内容包括眼科日间门诊手术健康教育知识测评表，评

价实验组、对照组患者在手术后 3 个月时对手术的认识、态度、术后护理知识掌握情况、按时复诊情况、

术后视力恢复情况、是否发生术后感染的情况、精神心理各方面进行测定评分。于患者复诊时填写。每

个指标分成 4 级，要求患者按主观感受程度回答并计分，不知道者记 1 分，一般了解记 2 分，了解记 3
分，掌握记 4 分。所有指标分数相加得到总分数，分数越高说明术后康复越好[5]。 

5) 统计学方法：数据处理用 SPSS 11.5 进行 t 检验。 

3. 结果 

2 组患者术后 3 个月对手术认知情况、护理知识掌握情况、按时复诊情况、术后视力恢复情况、是

否发生术后感染、精神心理各方面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讨论：眼科日间门诊手术患者通过健康教育干预，了解了眼科日间门诊手术的相关知识，能够掌握

术前术后健康教育知识，做到自我护理，能按要求做好术前准备，按时接受手术治疗，术后能按医生要

求用药，按时复诊，未发生术后感染，视力明显得到提高，改善了生活质量。患者接受健康教育干预，

门诊手术治疗不需住院，降低了医疗费用，减轻了经济负担，既方便了患者，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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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recovery comparison between 2 groups patients (points, element ± s) 
表 1. 2 组患者康复情况比较(分，元 ± s) 

组别 例数 手术认知情况 护理知识掌握 按时复诊情况 术后视力恢复 发生术后感染 精神心理 

实验组 36 3.25 ± 0.60 3.28 ± 0.70 3.36 ± 0.72 3.22 ± 0.72 3.36 ± 0.64 3.50 ± 0.61 

对照组 34 2.29 ± 0.76 2.29 ± 0.76 2.21 ± 1.84 2.38 ± 0.85 2.15 ± 0.78 2.24 ± 1.74 

t值  5.844 5.631 6.157 4.46 7.12 7.818 

p 值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济效益。 
健康教育在疾病的治疗及康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采取何种方法才能真正达到目的，使其向着有利

于健康的方向发展，是目前护理同行们探讨的热点问题。传统常用的健康教育方法是随机口头宣教和书

面条文式或发放健康教育处方，以上做法往往存在不评估病人的需求，只把它当成一项任务去被动完成。

在改变病人及家属知识结构、态度及建市健康行为上没起到应有的作用，常常流于形式。健康教育干预

是将临床路径的理论和实施方法借鉴于健康教育的实施上，通过对教育对象的评估，了解教育对象的心

理、生理、社会和文化等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不仅是护士在进行健康教育中有明确流程，

而且利于病人了解健康教育的内容，从而促使病人主动参与意识。实施计划是关键阶段，需要护理人员

按照健康教育干预的流程共同完成计划。从病人对疾病治疗护理知识了解情况看，健康教育干预的实施

明显优于传统的教育方法，更适合对病人进行健康教育。 
调查中发现，对照组 2 例患者没有按时复诊，突然停药导致病情加重；l 例患者不注意运动程度，剧

烈运动后导致晶体脱位。健康教育是患者获取疾病知识和保健知识的重要途径，通过健康教育干预使患

者和家属对眼科日间门诊手术的相关知识有了较深的了解，知道疾病的治疗、保健知识、能够积极主动

配合治疗，提高治疗效果。健康教育干预的实施减少了病人的焦虑等不良情绪。表明采用健康教育干预，

能提高手术治疗后的康复效果，是一种较好的健康教育方法。本研究结果表明，健康教育干预能够明显

提高眼科日间门诊手术患者术后康复情况，提示我们在眼科日间门诊手术治疗的同时，要加强健康教育

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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