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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 -动机 -行为技巧模型的认知行为护理对	

青光眼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

顾雪，秦虹，程晓娟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六安医院(六安市人民医院)眼科，安徽 六安 237005]

[摘　要]	 目的：探究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 ioral  ski l ls，IMB)模型的认知

行为护理对青光眼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方法：选择2019年9月至2021年9月于六安市人民医院

行青光眼术的98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n=49)与对照组(n=49)。对

照组接受常规护理，研究组基于对照组接受以 I M B模型为基础的认知行为干预。出院前，对比

两组抑郁自评量表(Self-R 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Exercise of Self-

Care Agenc y，ESCA)、焦虑自评量表(Self-R ating Anx iety Scale，SA S)评分及护理满意度、眼压

控制时间。结果：护理后，研究组SAS评分、SD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且两组均低于护理前(均

P<0.05)；护理后，研究组青光眼知识、依从性、责任感、技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研

究组护理满意度、眼压干预时间明显高/短于对照组(P<0.05)。结论：基于IMB模型的认知行为护理

应用于青光眼患者可明显改善其心理状况，提高自我护理能力，同时还可缩短眼压控制时间，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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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nursing based on  
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al skills model on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glaucoma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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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nursing based on 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al 

skills (IMB) model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glaucoma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98 patients who 

underwent glaucoma surgery in Lu’an People’s Hospital of Anhui Province from September 2019 to Sept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study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each with 49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cognitive behavioral care based on the IMB model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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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光 眼 为 世 界 范 围 内 三 大 致 盲 疾 病 之 一 ，

属于多发病、常见病，以视神经损坏为主，且其

视 功 能 损 伤 不 可 逆 ， 大 部 分 患 者 均 选 择 手 术 治

疗 ， 这 也 只 可 阻 止 或 推 迟 视 神 经 持 续 恶 化 ， 不

能使视力提升 [ 1 ]。然而，由于患者及其家属相关

护理知识不足、护理能力差及生活方式等因素的

影响，极易使青光眼复发，从而导致患者产生不

良认知及情绪 [ 2 ]。认知行为护理可通过转变患者

的思维、信念及行为，使其不良认知被纠正、负

性情绪被消除，是新型的一种心理护理方式 [ 3 ]。  
信 息 – 动 机 – 行 为 技 巧 ( i n f o r m a t i o n - m o t i v a t i o n -
behav ioral  sk i l l s，IMB)模型强调行为、信息、动

机三者的共同作用，利用动机性访谈等方式，通

过社会支持、情感、心理等方面实施心理干预，

激发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同时通过定向护理措施

的 实 施 ， 改 善 患 者 的 不 良 情 绪 [ 4 - 5 ]。 基 于 此 ， 本

研究选择在我院进行青光眼手术的患者9 8例为对

象，分析以 I M B模型为基础的认知行为护理对其

心理状况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 2 0 1 9 年 9 月 至 2 0 2 1 年 9 月 于 六 安 市 人 民 医

院 行 青 光 眼 术 的 9 8 例 患 者 为 研 究 对 象 。 纳 入 标

准：1 )通过视野、视盘、眼压等严格确诊；2 )出

现流泪、 眼 胀 、 畏 光 等 现 象 ； 3 ) 所 有 患 者 签 署

知 情 同 意 书 。 排 除 标 准 ： 1 ) 合 并 智 力 或 认 知 障

碍 ； 2 ) 伴 有 全 身 系 统 疾 病 ； 3 ) 伴 有 脏 器 功 能 障

碍 。 按 照 随 机 数 字 表 法 分 为 研 究 组 ( n = 4 9 ) 与 对

照 组 ( n = 4 9 ) 。 对 照 组 男 1 5 例 ， 女 3 4 例 ； 年 龄

47~85(65.90±8.98)岁。研究组男11例，女38例；

年龄47~82(65.73±9.63)岁。两组一般资料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 . 0 5 )。本研究经六安市人民

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经健康手册、集中授课

等方式进行行为指导及健康宣教，进行青光眼相

关知识、用药、饮食、运动干预等，疏导患者抑

郁、焦虑等不良情绪。

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行以IMB模型为基础

的认知行为护理，内容包括：1)组建IMB认知行为

小组，成员包含护士长1名、主管护师2名、护师 
4 名 、 主 治 医 师 1 名 ， 所 有 成 员 的 工 作 年 限 超 过 
5年，护士长主管组织、协调、培训，护师及主管

护师具体实施基于IMB模型的认知行为护理，主治

医师为诊疗顾问。护士长组织培训组内人员(共进

行4次培训)，并定期考核相关人员的IMB相关护理

技能，所有考核都通过后才可参与具体的护理干预

措施。小组成员通过问卷调查选择访谈法评估患者

入院时的状况，收集社会学资料，了解并评估患

者对疾病信息的需求、家庭支持状况、心理状况

等，整理收集的资料并分析评估结果，经小组会议

讨论存在的问题，从而制订相关护理方案。2)信息

干预：住院后，主要通过示教、视频、图片等方式

采用面对面的形式对青光眼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指导

及宣教，用简单明了的语言使患者了解到住院制度

与环境、配合要点、自护技能、疾病知识、注意事

项等，患者提出疑问时要耐心解答，建立护患交流

群，并通过电话、家访、微信等方式实施信息干

预。3)动机干预：主要涉及家属与社会支持动机与

自身动机。小组成员对患者的心理特点、文化程度

进行详细分析，告知其当前病情的实际状况，从社

discharge,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Exercise of Self-Care Agency 

(ESCA) score, intervention time of intraocular pressu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2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both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nursing (all P<0.05); the scores of glaucoma knowledge, 

compliance, responsibility and skill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intraocular pressure intervention tim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behavioral nursing based 

on the IMB model to glaucoma patien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us, improve self-care ability, 

and shorten the time of intraocular pressure control,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glaucoma surgery; 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al skills; cognitive-behavioral car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intraocular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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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支持系统、自身动机两个方面通过聊天的方式

进行深层次交流，选择恰当的干预时机，使其了

解健康行为重建的重要性、积极配合的好处等，

同时邀请恢复效果较好的病友分享经验，增强其

信心，缓解不良情绪，重视家庭支持，使其家属

多关心、支持患者，监督其行为，营造对康复有

利的外部环境。4)行为技巧干预：小组成员按照青

光眼患者的信息、动机改变的影响因素实施具体

行为干预措施，包括心理指导、培养其自我管理

能力、重建健康行为等。①心理干预：组建心理

治疗室，由组内成员采取一对一的指导方式(每周

2次，每次30 min)进行现场教学，使患者掌握像呼

吸训练、注意力转移、听音乐等自我心理调节方

式，同时发挥社会及家庭的支持作用，使其感受到

家庭温暖，从而缓解其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②记录患者出现的不良认知行为，主要有抑郁烦

闷、情绪低落及动机不足等，并针对上述问题指导

其进行相关行为活动，同时协助其转变思维及行

动；设计日常活动方案，适当调节工作、生活、学

习，保证劳逸结合；举办联谊会，宣传疾病知识，

促进病友间的相互帮助、相互理解，从而增强信

心。③药物使用期间，使患者掌握正确的药物使用

方法，并邀请相关专家对患者及其家属开展健康知

识培训，每周1次，每次30 min，同时发放资料，

便于患者查阅。

1.3  观察指标

出院前，对比两组焦虑自评量表(Sel f -R at ing 
A nx iet y  Scale，SA S)、抑郁自评量表(Sel f -R at ing 
Depression Scale，SDS)、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

(Exercise of Self-Care Agency Scale，ESCA)评分、

眼压干预时间及护理满意度。

1)心理状况：使用SA S、SDS评分评估患者的

心理状况，得分越高，提示患者焦虑、抑郁程度

越重。2)ESCA评分 [6]：主要有青光眼知识、依从

性、责任感、技能 4 个方面，包含 4 3 个条目，共

1 7 2 分，得分与自我护理能力成正比。 3 ) 眼压干

预时间：统计眼压符合手术要求(低于30 mmHg ) 
(1 mmHg=0.133 kPa)的干预时间。4)护理满意度：

用自制护理满意度问卷评估护理满意度，共2 5个

条目，使用0~4分等级评分制，总分0~100，分数

越高，说明患者越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用 t检验；计数资

料以例(%)表示，比较用χ 2检验。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SAS、SDS 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SA S、SDS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P>0.05)；护理后，研究组SA S评分、SDS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两组均低于护理前(均
P<0.05，表1)。

2.2  两组 ESCA 评分比较

护 理 前 ， 两 组 青 光 眼 知 识 、 依 从 性 、 责 任

感、技能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护

理后，研究组青光眼知识、依从性、责任感、技

能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表2)。

2.3  两组眼压干预时间及护理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眼压干预时间明显高/短

于对照组(P<0.05，表3)。

表1 两组SAS、SDS评分比较(n=49)

Table 1 Comparison of SAS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2 groups (n=49)

组别
SAS评分 SD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5.57±8.43 40.32±7.39* 49.37±8.09 44.91±8.14*

研究组 45.16±8.54 33.08±7.08* 49.21±8.32 37.48±7.11*

t 0.239 4.952 0.097 4.812

P 0.812 0.001 0.923 0.001

与护理前相比，*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nursing,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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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青光眼属于临床中常见病，它通过损坏视神

经，而损害视觉功能，此病发展迅速，若治疗不恰

当会加大失明的风险[7]。相关文献[8]表明：青光眼

为白内障之后的第2大致盲疾病，我国患有青光眼

的人数最多，约为总人数的20%，同时超过40岁的

人群患有青光眼的概率达到1%~2%，且患病人群

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青光眼为终身性的一种慢

性疾病，主要治疗手段有药物、激光及手术等，

虽然可以改善患者相关症状，但由于患者缺乏对

疾病的了解，造成其自我管理能力较差，从而影

响其远期疗效[9]。认知行为护理是通过转变病患的

信念、思维及行动从而缓解不良情绪、提升对疾

病的了解程度的一种短期心理干预手段[10]。

I M B 模型可以通过对疾病预防性行为进行预

测，进而分析疾病干预的影响因素，最终根据影

响因素进行健康教育 [ 1 1 ]。 I M B模型把健康行为的

干扰因素分为信息、动机及行为技巧3部分，按照

IMB模型相关理论，行为的转变需要基于疾病知识

的了解(信息)、患者改变行为的意愿及积极的态度

(个人动机)、社会与家庭的支持(社会动机)与对应

的行为技巧[12-13]。在干预前，IMB模型要求预调查

研究对象，收集并分析相关资料，找出影响其转变

行为的因素，进而设计有针对性的护理方案 [14]。

IMB模型属于常见的一种行为改变理论，它在行为

干预研究及健康教育方面效果十分显著[15]。

青光眼患者通常表现出过度紧张、焦虑等情

绪，同时相关知识薄弱，所以在确诊后对治疗疾病

的方式、效果表现出否定、怀疑的态度，造成患者

遵医行为不佳，影响疗效[16]。此外，患者长时间保

持应激状态，有较大的心理压力，心理韧性水平极

低，不能较快地适应疾病[17]。本研究结果显示：通

过基于IMB模型的认知行为护理的患者的心理状况

明显优于使用常规护理干预的患者。这是因为基于

IMB模型的认知行为护理通过调查分析患者的心理

状况，有针对性的从信息、动机、行为3方面进行

健康教育及心理干预，使患者的非理性信念转变，

错误认知被纠正，进而转变其不良行为，提高其战

胜疾病的信心。

以 I M B 模型为基础的认知行为干预可以改变

病患的错误认知，并使其自我护理能力提高 [18]。

本研究以患者的实际状况进行动机干预，借助图

片 、 视 频 、 成 功 案 例 、 示 范 及 面 对 面 等 沟 通 方

式协助患者建立正确的认知，同时树立可以成功

战胜疾病的信念，从而提升其自我护理能力；同

时，出院后持续对患者进行护理，监督其康复行

为的连续性，借助电话、微信等工具加强对患者

的跟踪随访。结果显示：通过基于IMB模型的认知

表2 两组ESCA评分比较(n=49)

Table 2 Comparison of ESCA scores between the 2 groups (n=49)

组别

ESCA评分

青光眼知识 依从性 责任感 技能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17.42±2.61 18.25±2.94 37.89±4.03 38.42±3.33 14.58±3.30 15.41±3.06 25.47±2.96 26.55±2.75

研究组 17.09±2.36 22.23±2.64* 37.79±4.31 46.17±2.87* 14.71±3.15 25.38±2.91* 25.84±2.52 36.18±2.64*

t 0.657 7.051 0.119 12.341 0.120 16.527 0.666 17.683

P 0.513 0.001 0.906 0.001 0.842 0.001 0.507 0.001

与护理前相比，*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nursing, *P<0.05.

表3 两组护理满意度、眼压干预时间比较(n=49)

Table 3 Comparison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intraocular 

pressure intervention time between the 2 groups (n=49)

组别 眼压干预时间/h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34.15±2.16 75.27±9.53

研究组 28.83±1.33* 96.24±6.28

t 14.681 12.862

P 0.001 0.001

与护理前相比，*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nursing,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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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护理的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明显高于使用常

规护理干预的患者这说明基于IMB模型的认知行为

护理能够提升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

本研究还显示：通过基于 I M B 模型的认知行

为护理的患者的眼压干预时间明显低于使用常规

护理干预的患者。究其原因主要是IMB护理分析了

青光眼的影响因素，可以明确健康行为的维系方

式，提供个性化护理，患者由于病情导致较大的

心理创伤时， I M B护理会促使其进行思考，且积

极同医护人员配合，经医护人员及家属的开导、

安抚、倾听、同情、理解后，同患者建立有效的

沟通机制，指导患者认知，使其正视疾病，进而

稳定患者在治疗期间的情绪，对自我行为进行规

范，最终形成并坚持健康行为，促进疾病康复。

本研究仅对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六安医院的青

光眼患者行横断面调查，结果可能存在偏倚。在

今后的研究中，可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调查，

进一步研究基于IMB模型的认知行为护理的效果。

综上所述，基于IMB模型的认知行为护理应用

于青光眼患者可明显改善其心理状况，提高自我

护理能力，同时还可使视野缺损减少，值得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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