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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应用对感染性眼内炎患者	

负性情绪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陈素珍，刘荣娇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外伤科，中山大学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060)

[摘　要]	 目的：探 讨 马 斯 洛 需 要 层 次 理 论 对 感 染 性 眼 内 炎 患 者 的 负 面 情 绪 及 护 理 满 意 度 的 影 响 。  

方法：从2 0 1 9年1 0月至2 0 2 0年4月到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就诊的感染性眼内炎患者中随机抽

取 4 0 名患者，将其随机分成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2 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而实验

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护理措施，利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

评量表评价两组患者负面情绪，自制调查问卷调查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满意度，进而对两组患者

的负性情绪以及护理前后满意度进行对比。结果：对照组患者的负性情绪显著高于实验组患者

的负性情绪，而护理前后满意度显著低于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在感染性眼内炎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应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具有显著效果，患

者的负性情绪可以得到有效缓解，且护理满意度也会显著提高，在临床护理方面值得推广基于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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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Maslow’s need hierarchy theory on the negative emotion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infectious endophthalmitis.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9 to April 2020, 40 patients  

with infectious endophthalmit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ll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2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applied to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with nurs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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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眼内炎作为一种眼科急症，属于眼内

炎症，感染主要是由于寄生虫、细菌、真菌等引

起的[1]，严重时会损害患者的视功能，且恢复较为

困难，患者心理压力相对较大，负性情绪在治疗

以及恢复的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产生，对其整

体康复不利[2]。由于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越来越

多的患者已经不满足于传统护理模式，众多学者

研究证实患者的身心问题可以通过马斯洛需要层

次理论在护理模式中的应用而得到有效解决[3]。本

研究对患者施以不同的护理干预措施，旨在探讨

感染性眼内炎患者负性情绪以及护理满意度受马

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应用的影响，为临床护理人员

更好地护理感染性眼内炎患者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 2 0 1 9 年 1 0 月至 2 0 2 0 年 4 月到中山大学中山

眼 科 中 心 就 诊 的 感 染 性 眼 内 炎 患 者 中 随 机 抽 取 
4 0例，然后按照建档顺序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与

对照组，每组20例。实验组患者年龄为35~65(平

均48.34)岁，大专及以上学历1例，高中学历8例，

初 中 学 历 9 例 ， 小 学 学 历 2 例 。 对 照 组 患 者 年 龄

37~68(平均49.61)岁，大专及以上学历1例，高中

学历5例，初中学历12例，小学学历2例。两组患

者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确诊为感染性眼内炎；签署知情

同意书、自愿参与此次研究。排除标准：患有全

身性慢性疾病者；有严重肾功能疾病、肝功能疾

病者；有精神病史者。本研究经中山大学中山眼

科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其家属均知

情同意。

1.2  方法

将 疾 病 相 关 知 识 指 导 、 饮 食 指 导 、 用 药 指

导等常规护理给予对照组患者，在患者住院期间

护 理 人 员 对 患 者 的 病 情 认 真 观 察 ， 保 持 病 房 清

洁，在患者出院前给予患者及其家属健康指导。

在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将基于马斯洛需要层

次理论的护理措施给予实验组患者，其主要由以

下几个方面构成：1 )全面评估。由于个体差异存

在于患者性格、文化程度、年龄等多个方面，因

此这些患者对治疗期望值、心理状态、对感染性

眼内炎的认知程度都有所差异 [ 4 ]，在实施基于马

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护理前，护理人员需要对患

者多层次需求满足，需要全面评估患者。2 )满足

生理需要。患有感染性眼内炎的部分患者是由白

内障手术出现的感染引起的，他们可能自身免疫

力 较 低 ， 不 稳 定 的 生 命 体 征 、 疼 痛 的 伤 口 都 会

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 5 ]，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尽可能

满足患者的基本生理需求，确保住院环境舒适。  
3 ) 满 足 安 全 需 要 。 护 理 人 员 需 要 尽 可 能 地 为 患

者 营 造 相 对 安 静 的 住 院 环 境 ， 在 进 行 护 理 操 作

时 ， 需 要 认 真 遵 循 无 菌 操 作 ， 在 护 理 的 过 程 中

与 患 者 积 极 沟 通 [ 6 ] 。 护 理 人 员 需 要 向 患 者 详 细

介 绍 注 意 事 项 、 不 良 反 应 、 药 物 药 理 作 用 等 ，

对 患 者 的 用 药 反 应 认 真 观 察 ， 以 便 给 予 患 者 充

分 的 安 全 感 。 4 ) 满 足 归 属 与 爱 的 需 要 。 由 于 感

染 性 眼 内 炎 造 成 的 后 果 往 往 比 较 严 重 ， 患 者 在

治 疗 、 恢 复 的 过 程 中 很 有 可 能 出 现 自 卑 、 抑

郁 、 焦 虑 等 心 理 ， 此 时 家 人 的 体 贴 、 理 解 、 关

心 等 都 可 能 会 支 持 患 者 继 续 接 受 治 疗 [ 7 ] 。 为 了

让 患 者 有 信 心 支 撑 后 续 治 疗 ， 护 理 人 员 需 要 对

患 者 的 社 会 支 持 系 统 进 行 动 员 ， 让 他 们 与 患 者

积 极 沟 通 ， 缓 解 患 者 的 负 面 情 绪 。 5 ) 满 足 尊 重

需 要 。 对 于 感 染 性 眼 内 炎 患 者 的 病 情 等 隐 私 ，

based on Maslow’s need hierarchy theory and then the negative emotion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negative emotion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il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oth P<0.05). Conclusion: Maslow’s need hierarchy theory is applicable 

in the nusring process for patients with infectious endophthalmitis.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can be 

effectively relieved,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ill also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deserves widesprea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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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理 人 员 不 可 与 探 访 人 员 或 者 是 无 关 人 员 随

意 讨 论 ， 还 需 保 持 真 诚 、 尊 重 的 态 度 与 患 者 交

流 ， 让 患 者 感 到 护 理 人 员 对 其 的 尊 重 态 度 [ 8 ] 。 
6 ) 满 足 自 我 实 现 需 要 。 在 马 斯 洛 需 要 层 次 理 论

中，“自我实现需要”属于最高层次，患者的文

化层次、社会地位、年龄、生活环境等都与之相

关[9]。对于患者的自我追求，护理人员需要对其进

行鼓励，让其尽可能地表现出来 [10]，确保患者对

自己的能力有一个更为正确的认识，为帮助患者

实现自我创造条件。

1.3  观察指标

护 理 1 周 后 测 评 两 组 患 者 的 负 面 情 绪 及 护 理

满意度，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评价

两组患者的负性情绪。焦虑自评量表分为重度焦

虑、中度焦虑、轻度焦虑和无焦虑，评分>70为重

度焦虑，评分60~69为中度焦虑，评分50~59为轻

度焦虑，评分<50为无焦虑[11]。抑郁自评量表将患

者的抑郁情况分为重度抑郁、重度抑郁、轻度抑

郁和无抑郁，评分>72为重度抑郁，评分63~72分

为中度抑郁，评分52~63为轻度抑郁，评分<53为

无抑郁[12]。

采用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评价两组患

者 的 护 理 满 意 度 ， 总 分 为 1 0 0 ， 分 数 > 6 0 为 不 满

意，60~89分为基本满意，90~100分为非常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检验；计

数资料以例(%)表示，使用χ 2检验，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负性情绪评分比较

对照组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评分和抑郁自评

量表评分均显著高于实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P<0.05，表1)。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显著低于实验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3  讨论

患者一旦出现感染性眼内炎，若得不到及时

治疗，就会完全丧失视力，当手术治疗以及抗生

素治疗都无法取得预期疗效时，患者甚至无法保

留眼球 [13]。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很有可能产生

过重的负性情绪，对其治疗、康复非常不利。

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患者的负性情绪显著高

于实验组患者的负性情绪，而护理前后满意度显

著低于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可见，基于马

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护理可以显著改善感染性眼

内炎患者的负性情绪，将患者的满意度提高，马

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对感染性眼内炎患者的负性情

绪和护理满意度都有着积极影响，值得在临床护

理方面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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