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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优质护理在老年性白内障护理中的应用进行探讨。方法：选取的患者为在我院治疗的老年性白

内障患者，选取时间集中于2017年7月~2019年2月，所收治的患者例数为73例。根据数字表法将这73
例患者分别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37例，主要接受常规会理，观察组36例，主要采用优质护

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满意度、生活质量、并发症发生率、疾病认知、术后视力及住院的时间。结果：

通过采用两个组的护理方式，对照组和观察组的患者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相比，观察组比对照组高；观察

组的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方面，经过对比发现，观察组的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

说明观察组所采用的优质护理效果较对照组采用的常规护理高。两组实验之间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优质护理对老年性白内障病患者的治疗有着很大的疗效，患者的满意度及生活质量等

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且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降低，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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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senile catarac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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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ds: The selected patients were senile cataract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The selection 
time was concentrated from July 2017 to February 2019. The number of patients admitted were 
73 cases. According to the digital table method, these 73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re were 37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ho mainly re-
ceived routine consulta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36 patients, who mainly used high-quality 
nursing care. The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complication rate, disease cognition, postoperative 
visual acuity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By 
adopting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methods,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s patient sa-
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
vation group’s physical function, ment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and material life. The compari-
son found that the observation group’s indicator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dicating that the high-quality nursing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at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experiment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
icant (P < 0.05). Conclusion: High-quality nursing has a great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enile cataract. The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reduced.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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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症状主要为晶状体混浊、视物浑浊、视物模糊、眼前朦胧感、视力

下降甚至失明等，其多发于老年人群，在临床中较为常见，发病率高，甚至会导致患者失明[1]。在临床

上，护理的工作十分重要，一种有效的护理方式能够提高疗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给患者的康复带来

益处[2]。一直以来，护理工作都在不断的完善与改进，近年来，现代医学提出了优质护理的方式，此护

理模式展开之后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重视。本文将对于优质护理在老年白内障患者的满意度和生活质量方

面的影响展开分析，详细情况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在 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 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老年性白内障患者中选取 73 例，随机分成 37 例对照

组和 36 例观察组，其中，37 例对照组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的比例是 22:15，年龄分布 61~75 岁，平均年

龄(65.53 ± 4.73)岁，进行常规护理，36 例观察组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的比例是 23:13，年龄分布 62~77 岁，

平均年龄(66.57 ± 5.23)岁，进行优质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和生活质量。两组患者在病理特

征、性别、年龄等基本资料上差异不显著，具有可比性(P > 0.05)。所有患者均符合相关诊断标准，并知

情同意加入本研究。 
纳入标准：在本次研究中，研究方案取得患者经过我院伦理会的同意和批准，所纳入的 73 例患者经

我院检查，均属老年性白内障患者。排除标准：药物过敏性患者，患有除老年性白内障外的其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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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存在精神障碍，无法有效沟通。本次研究纳入的所有患者，其相关临床资料对比差异不明显(P > 0.05)，
具备统计学意义上的可比性。 

2.2. 护理方法 

对所有患者实施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手术进行治疗，治疗前，两组患者视力均小于 0.015，手术实施

均由同组医护人员进行。术后对两组分别进行不同方法护理。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生命体征的监测、用药指导、疑难解答、健康指导、眼部血压计恢复情况等检

查、同时对对照组患者进行饮食记录、根据病情安排其饮食等；观察组进行优质护理：1) 术前优质护理。

精准指导患者做各项眼科常规检查，如视功能、血常规等；为了消除患者的疑虑，向患者耐心讲解医院、

医生、护士、病房等情况；倾听患者的诉求，安慰、鼓励、支持患者，尽最大可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开导

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在患者进行眼部手术的前两天，遵从医生的嘱咐往患者的眼部滴抗生素滴眼液，4/1 d，
手术开始前一天，通过滴加生理盐水的形式冲洗患者的泪道和结膜囊，期间注意检查患者泪道的通畅情况，

以尽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2) 术中优质护理。在手术进行的过程中，护理人员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特

征，及时地掌握患者的实时情况，根据患者的心理变化情况给与关怀与抚慰，如有发现患者的不适就及时

处理好。3) 术后优质护理。在患者手术完成之后，嘱咐患者家属 24 h 守护好患者，定期检查患者的情况，

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让患者平躺在病床上，时刻注意患者眼部是否发生移位、脱落、渗血的情况；禁止

患者揉搓眼部附近，注意保持个人卫生；护理人员每天都要对患者的病情恢复的情况进行观察与分析，指

导患者掌握相关自我护理的技能与知识；嘱咐患者多加食用易消化的食物、水果蔬菜等，饮水方面也要适

量，以保证日常大便的通畅。4) 出院优质指导。悉心指导患者及患者额家属正确使用眼药水的方法，嘱

咐患者避免低头运动，出院期间一旦发现有不适症状，立即赶来医院进行复诊。 

2.3. 统计学分析 

两组患者的统计方法为：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以[( x s± )分]表示患者的满意度

和生活质量，以( x s± )表示并发症发生率、疾病认知、术后视力及住院时间。P < 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生活质量比较 

通过采用两个组的护理方式，护理前，其中，对照组和观察组的患者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相比，观察

组(93.36 ± 1.33)比对照组(81.37 ± 2.13)高；观察组的躯体功能(86.63 ± 1.65)，而对照组为(72.53 ± 2.33)；
观察组心理功能(87.33 ± 1.92)，而对照组为(74.45 ± 2.14)；观察组社会功能(87.34 ± 1.64)，而对照组为

(73.42 ± 1.97)；物质生活方面，观察组为(88.20 ± 1.24)，而对照组为(73.35 ± 1.54)。经过对比发现，观察

组的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说明观察组所采用的优质护理效果较对照组采用的常规护理高。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0.05)；护理后，两组的患者的满意度和生活质量都有了好转(P < 0.05)，其中，观察组的满

意度和生活质量相比于对照组明显更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情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points] 
表 1.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生活质量比较[( x s± )分] 

组别 满意度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观察组(n = 36) 93.36 ± 1.33 86.63 ± 1.65 87.33 ± 1.92 87.34 ± 1.64 88.20 ± 1.24 

对照组(n = 37) 81.37 ± 2.13 72.53 ± 2.33 74.45 ± 2.14 73.42 ± 1.97 73.35 ± 1.54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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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疾病认知、术后视力及住院时间比较 

通过采用两个组的护理方式，观察组产生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5.56%，而对照组为 27.73，明显看出观

察组优于对照组。通过对比两组的其他指标，观察组在疾病认知方面为(10.41 ± 2.36)，对照组为(7.13 ± 
1.69)；在术后视力方面，观察组为(0.65 ± 0.14)，对照组为(0.52 ± 0.11)；两组患者在住院时间对比方面，

观察组住院时间为(6.23 ± 0.88)，对照组为(8.41 ± 1.26)。通过对两组患者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发现在疾

病认知和术后视力方面，观察组优于对照组，而在住院时间方面，观察组的住院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

充分说明采用优质护理的方式优于常规护理，优质护理的方法对老年性白内障的护理效果较高。护理前，

对照组和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疾病认知、术后视力及住院时间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护理

后，两组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疾病认知、术后视力及住院时间都有了好转(P < 0.05)，其中，观察组

炎症发生率、疾病认知、术后视力、住院时间等都相比于对照组明显更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详情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mplication rate, disease cognition, postoperative visual acuity and hospital sta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表 2.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疾病认知、术后视力及住院时间比较( x s± ) 

组别 并发症发生率(%) 疾病认知(分) 术后视力 住院时间(d) 

观察组(n = 36) 2 (5.56) 10.41 ± 2.36 0.65 ± 0.14 6.23 ± 0.88 

对照组(n = 37) 11 (27.73) 7.13 ± 1.69 0.52 ± 0.11 8.41 ± 1.26 

P 0.006 0.000 0.000 0.000 

4. 讨论 

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因其症状容易导致患者视物不清晰，视力下降等，对患者造成较大

的生活困扰、甚至容易引起患者因其发病而碰撞、跌倒等，其症状多发于老年人群，在临床中较为常见，

发病率高，甚至会导致患者失明。在白内障的治疗中，手术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但是在治疗过程中

容易引发一些并发症状，给患者的安全带来威胁，尤其是对于老年白内障患者，存在的安全隐患更多，

因为老年人的抵抗力相对于普通患者而言更低[3]。因此，护理的工作十分重要，一种有效的护理方式能

够提高疗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给患者的康复带来益处。一直以来，护理工作都在不断的完善与改进，

近年来，现代医学提出了优质护理的方式，此护理模式展开之后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重视[4]。优质护理以

患者为中心，通过术前、术中、术后的优质护理以及患者出院以后的优质指导，满足了患者的各种护理

需求，给患者的身心带来了很多的帮助。通过优质护理模式的实施，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所产的护理

观念也得到了改变，护理人员有被动服务变成了主动护理，有效的提高了护理人员的工作素质、沟通能

力等，进一步的提升护理质量[5] [6]。 
研究表明，老年性白内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想要得到保证，最重要的是要给与患者及时、

可行的治疗，同时还要有机结合有效的护理才行[7]。本研究结果表 1 显示，观察组在采用优质护理后，

护理满意度、躯体功能、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等生活质量指标等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疾病认知、术后视力与住院时间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以此表明，优质护理对于老年白内障患者的视力提升、对该疾病的认知、均有良好效果。对

减少患者住院时间及控制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也有良好疗效。患者出院后的生活质量也能得到良好改善，

因此，优质护理对于老年性白内障患者的治疗有着十分显著的成效。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对老年性白内障病患者的治疗有着很大的疗效，患者的满意度及生活质量都得

https://doi.org/10.12677/ns.2021.103034


何丹，李尤艳 
 

 

DOI: 10.12677/ns.2021.103034 210 护理学 
 

到了很大的提升、并发症发生率降低、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得到了加强、住院时间短、术后视力有所提

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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