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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相关眼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调查及护理对策

张恩恩，田碧珊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角膜科，国家眼科学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060)

[摘　要]	 目的：探讨与甲状腺相关眼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为做好个体化的护理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

甲状腺相关眼病的生活质量调查问卷进行调查，用R语言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年龄与视功能评分

成负相关(P<0.001，r=–0.504)，与社会心理评分成正相关(P=0.002，r=0.327)。文化程度与视功能

评分成正相关(P<0.001，r=0.391)，与社会心理评分无相关关系(P=0.749)。不同症状的视功能评分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通过甲状腺相关眼病的生活质量调查问卷可知，年龄越

大，视功能越差，不同症状的患者视功能情况不同，要关注年龄大、复视、视力差患者的安全；

在护理上，要做好患者及其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史家属的健康宣教，尤其关注女性患者的社会心理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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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thyroid associated ophthalmopathy,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dividual nursing. Methods: The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of thyroid 

associated ophthalmopathy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R language. Results: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and visual function score (P<0.001, r=-0.504),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psychological score (P=0.002, r=0.327).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al level 

and visual function score (P<0.001, r=0.391), and had no correlation with social psychological score (P=0.749).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isual function scores among different symptoms (P<0.001).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yroid-related eye disease questionnaire showed that the older, the worse 

the visual function. Different symptoms of patients had different visual functio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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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状 腺 相 关 眼 病 ( t h y r o i d - a s s o c i a t e d 
ophthalmopathy，TAO)是Graves病最常见的甲状腺

外表现，约20%~25%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病人同

时伴有甲状腺相关眼病[1]，也是最常见的眼眶部疾

病。TAO主要累及眼眶周围的软组织及眼外肌，

导致眼睑退缩、突眼，软组织水肿和眼球运动受限

等，以进行性突眼和眼睑闭合不全为主要临床表

现，最终将发展为暴露性角膜炎及压迫性视神经损

伤[2]。由于该疾病会影响视力及面部外观，可导致

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社交自信心受到打击,有
些患者甚至因此不再愿意与外界接触，产生一系列

心理和社会问题[3]。本文调查甲状腺相关眼病患者

的生活质量，并探讨相关护理对策，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8月至12月在本院眼眶病专家门诊

就诊，且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的TAO的患者95例，

筛查期排除10例NOSPECS分级[4]为6级重度TAO患

者外，入选85例患者，其中男38人，女47人。平

均年龄(40.3±11.5)岁。根据其最主要的主诉及临

床检查分为三组 [ 5 ]，复视组，眼球突出组，眼睑

退缩组。

1.2  方法

采用甲状腺相应眼病患者生活质量调查问卷

对TAO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第

一部分：为视功能相关的问题，共8个问题，用以

了解视功能受损，如视力降低，视疲劳和( 或)复

视对生活的限制，要求患者描述甲状腺相关眼病

对其日常生活如散步、读书、看电视、骑车、开

车等所造成的影响，该部分得分为视功能得分；

第二部分：是关于外观改变的问题，共8个问题，

主要是关于外观改变对患者精神、心理、社会行

为的影响，要求患者描述是否感觉到自己外观的

变化、别人对患者外观变化的反应是否让患者不

开心、外观改变是否影响到了患者自信心及是否

影响与其他人交往等，该部分得分为社会心理得

分。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生活质量越好。通过了解

与TAO生活质量相关的因素，从而有利于临床决

策，并制定个体化护理对策。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R语言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利 用 S h a p i r o - W i l k 检 验 可 知 ， 视 功 能 评 分

( P < 0 . 0 0 1 ) 和 社 会 心 理 评 分 都 不 符 合 正 态 分 布

(P=0.005)。视功能评分四分位数为43.75，75.00，

87.50；社会心理评分四分位数为43.75，68.75，

81.25。

2.1  性别

总人数85人。其中男性38人，女性47人。利

用Wilcoxon秩和检验，男性视功能评分与女性视功

能评分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1)。男性社

会心理评分四分位数为50.00，71.88，87.50；女性

社会心理评分四分位数为43.75，62.50，75.00。利

用Wi l cox o n秩和检验，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1)。男性社会心理评分比女性高。

2.2  年龄

利 用 S h a p i r o - W i l k 检 验 知 年 龄 服 从 正 态 分

布 ( P = 0 . 4 5 4 ) ， 平 均 年 龄 ( 4 0 . 3 ± 1 1 . 5 ) 岁 。 利 用

Spear man秩相关检验，得年龄与视功能评分成负

相关(P<0.001，r=–0.504)，与社会心理评分成正

相关(P=0.002，r=0.327)。

2.3  文化程度

未 受 教 育 者 2 人 ， 小 学 6 人 ， 初 中 1 9 人 ， 高

中/中专27人，本科/大专27人，研究生3人。利用

Spear man秩相关检验，得文化程度与视功能评分

成正相关(P<0.001，r=0.391)，与社会心理评分无

相关关系(P=0.749)。

patients with older, diplopia and poor vision, do health education with the patients and family members with the 

history of hyperthyroidism as well, especially concern with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femal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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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症状

突眼组30人，复视组30人，上睑退缩组25人。

视功能评分四分位数，突眼组为 6 4 . 0 6 ，8 7 . 5 0 ，

98.44；复视组为26.56，46.43，75.00；上睑退缩

组为50.00，75.00，85.71。利用Kr usk al-Wal l i s  H
检验得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利用

Kruskal-Wallis H检验得社会心理评分三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176)。

2.5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病史

甲 状 腺 功 能 亢 进 症 伴 TA O 患 者 5 0 人 ， 单 纯

TAO眼病患者3 5人。先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后眼病

2 2 人 ； 先 眼 病 后 甲 状 腺 功 能 亢 进 症 1 3 人 ； 同 月

6 人。利用 W i l c o x o n 秩和检验，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伴TAO组与单纯TAO眼病组之间的视功能评分

(P=0.545)与社会心理评分(P=0.516)之间均无统计

学意义。

2.6  眼部患病时间

利用Spearman秩相关检验，得患眼病时间与

视功能评分、社会心理评分均无相关性( P分别为

0.838，0.120)。

3  讨论

护士指导患者合理膳食，保证充分休息，鼓

励规律运动，劳逸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利于

疾病的康复。文化程度与视功能评分成正相关，

文化越高的患者可能对疾病更加重视，会通过各

种途径学习了解相关知识，更积极地寻求帮助，

及 时 控 制 病 情 的 发 展 ， 减 轻 视 功 能 的 损 害 。 所

以，对于文化较低的患者更加要尽量以通俗易懂

的语言做好知识宣教，且注重患者对知识接受程

度的反馈，及时做好针对性的重复宣教。

饮 食 指 导 患 者 清 淡 饮 食 ， 忌 辛 辣 、 烟 酒 ，

忌咖啡、浓茶等兴奋性饮料。有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的患者饮食宜高能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适

量给于钙、磷补充，注意不能暴饮暴食，补充充

足的水分，适当控制高纤维食物，忌食海带、海

鱼、海蜇皮等含碘高的食物[6]。

甲状腺功能控制不佳也是导致TAO发生的危

险因素，因此治疗甲状腺眼病需要控制甲状腺功

能[7]。本研究中，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伴有TAO的患

者有50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治疗后正常27人，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14人，甲减9人。患者每次就诊

时，医护协助做好临床资料登记，关注患者的近

期甲状腺功能结果，有异常时嘱患者去内分泌科

就诊并对其做好回访。本研究中，1 3例患者先有

眼病后发生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对单纯TAO眼病

的患者做好解释，重视监测甲状腺功能。

根据欧洲甲状腺眼病协会的调查，TAO患者

中有40%是吸烟者，而且他们的病情严重程度与每

日吸烟量有关，吸烟量越多，病情越重[8]。本研究

是横断面研究，纳入的TAO患者有初诊及复诊的

患者，其中有吸烟的患者26例，其中男性23人，

女性3人。我们对患者进行戒烟的宣教，强调吸烟

对该眼病的害处，并且鼓励动员患者家属做好监

督，让患者逐步戒烟，如从每天减量开始进行。

本研究中有30例患者出现复视，占总人数的

35%，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增加跌倒的风险。

此外，年龄也是一个危险因素，通常来讲，患病

的年龄越大，症状越重[7]。本研究TAO患者生活质

量调查问卷中得出年龄与视功能评分成负相关，

年龄越大，视功能评分越低。因为患者的年龄越

大，有可能晶状体混浊、老年黄斑变性，不足的

是本研究中没有纳入此因素的分析。

本研究中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家族史18人，

在临床资料收集过程中，对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家族史的患者，询问其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病史

的家属有无眼病，嘱其家属也需关注眼睛，及时

防控眼病，同时稳定甲状腺功能，不适及时来院

就诊。

本研究中，有73例患者赞同因TAO而导致外

貌的改变，54例患者觉得该病影响其自信，57例

患 者 自 患 病 后 会 比 以 前 更 少 拍 照 ， 5 3 例 患 者 会

试图掩盖该病所致的外貌的改变。问卷选项分值

为：非常赞同1分，有一点赞同2分，不赞同3分。

在 是 否 赞 同 得 该 病 后 影 响 自 信 、 比 以 前 更 少 拍

照、会试图掩盖该病所致的外貌的改变的男女平

均分相差较大，分别为男2.76，女1.81；男2.21，

女1.83；男2.29，女1.85。同时，尹小林等 [9]研究

表示TAO患者存在着自我形象紊乱、情境下自尊

低下和自卑心理，并且渴望社会支持。因此，我

们要关注TAO患者的社会心理情况，特别是女性

患者，比男性患者更在意外貌的改变。在本研究

中，TAO的女性比男性社会心理评分低。我们除

了要鼓励患者重建信心，还要鼓励患者家属对患

者的关怀与支持，耐心听取患者的主诉，重视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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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情绪的变化，给予安慰及知识支持。由于本研

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未能完全反映TAO
患者的心理情感世界，应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

患者进行深入的访谈，更深入了解患者，量性与

质性研究相结合，会更好地发现患者目前存在的

问题，指导我们的工作。

甲 状 腺 眼 病 是 一 种 自 身 免 疫 性 疾 病 ， 可 以

导致眼眶内肌肉和软组织肿胀，引起眼球突出等

眼部表现。由于患者常存在甲状腺功能异常，因

此甲状腺功能的控制也十分关键，同时还需要配

合戒烟和生活方式调整，是需要进行综合性、个

性化治疗的疾病。由于患者往往有容貌方面的改

变，对于患者的社会交往，精神心理影响巨大，

特别是女性和从事对面部外观要求较高的职业这

些 患 者 ， 要 关 注 患 者 的 情 绪 变 化 ， 给 予 社 会 支

持，同时，对视力差或复视的患者要做好日常生

活安全指导，并且嘱咐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家族

史的患者家属注意眼部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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