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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平台在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后并发性白内障患者	

延续性护理的应用

何青冬，叶秀芳，黄莉琦，卢素芬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白内障科，广州 510060)

[摘　要]	 目的：探讨利用微信平台在有晶体眼人工晶体(implantable collamer lens，ICL)植入术后并发性白内

障患者延续性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对13例(16眼)ICL植入术后并发性白内障患者利用微信平台

随访和延续性护理，观察患者术前和术后1个月的护理满意度的自身对照。结果：13例患者(16眼)

手术均顺利完成，术后均无出现并发症，术后视力均较术前有所提高，术后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评

分高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利用微信平台进行随访和延续性护理，可以提

高患者护理满意度，是应用于ICL植入术后并发性白内障患者的有效护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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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WeChat platform in continuous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with 

complicated cataract after implantable collamer lens (ICL) implantation. Methods: Thirteen patients (16 eyes) with 

complicated cataracts after ICL implantation were followed up and continued nursing on the WeChat platform, then 

the self-control of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on nursing before and one month after surgery was observed. Results: A 

total of 13 patients’ operation (16 eyes) went well, and they had no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The visual acuity 

of the patients was improved after operation compared with that of before operation,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 of patients after oper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before operation;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Using WeChat platform for follow-up and continuous nursing can improv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was an effective nursing method for patients with complicated cataract after ICL im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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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晶 体 眼 人 工 晶 体 ( i m p l a n t a b l e  c o l l a m e r 
lens，ICL)植入术可用于矫正大范围的近视、远视

和散光，而无需去除或破坏角膜组织，手术后无

需缝合，部分近视患者由于度数太高、角膜太薄

而不能做准分子激光手术，会选择ICL植入术，医

生为患者度身定制的一片凹透镜植入眼球内，改

变光线的聚焦点，使其准确聚焦在视网膜上，达

到矫正近视的目的，减少了术后不可逆并发症的

发生 [1-3]，人工晶体在眼内可能由于调节、快速眼

球运动等各种原因改变拱高[4]，长时间的接触和摩

擦会形成白内障或加速白内障的进展。如果是中

央孔后房型的人工晶体，可以明显增加晶体前囊

表面的房水灌注，减少白内障的发生率。房水可

以自然流动，无需行虹膜造孔，避免了瞳孔阻滞

引起的眼压增高[5]。目前针对近视的治疗方式主要

还是传统的采用镜、角膜接触镜、角膜屈光手术

等 [6]，因此ICL术后并发性白内障的患者在临床中

较为罕见，超高度近视由于巩膜变薄和玻璃体液

化，使合并超高度近视眼的白内障手术变得更加

复杂 [7]。现将13例16眼超高度近视患者ICL植入术

后并发性白内障的护理过程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 择 中 山 大 学 中 山 眼 科 中 心 白 内 障 科 收 治

的 I C L 术 后 并 发 性 白 内 障 患 者 1 3 例 1 6 眼 ， 均 为

超高度近视，其中男 5 例 6 眼，女 8 例 1 0 眼，年龄

2 9 ~ 6 0 ( 4 4 . 1 5± 9 . 2 7 )岁；患者I CL植入术的时间为

5~10(8.07±1.66)年；麻醉方式为表面麻醉或神经

阻滞麻醉，手术方式均为ICL取出+白内障超声乳

化抽吸术+人工晶体植入术。

纳入标准：1)知情同意；2)有晶体眼人工晶体

植入术后者；3)超高度近视者。

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躯体性疾病者；2)存在

认知障碍者；3)年龄>60岁者。

1.2  方法

患者术前均进行护理满意度的问卷调查，接

受常规的健康教育及出院指导，派发健康教育处

方；责任护士添加患者的微信，通过图片、语音

及视频等多种形式对患者进行术后指导，跟进日

间手术患者离院后疼痛情况和病情观察，定期回

访了解出院后1周及1个月的视力和眼压的情况，

术后1个月通过微信再次进行护理满意度的问卷调

查，观察患者术前和术后1个月的护理满意度的自

身对照。

1.2.1  心理护理

ICL植入术的价格较高，手术费用为3.5~4.5万，

此类患者往往心理期望值比较高，加上已多次手

术，容易焦虑，且迄今为止，屈光性晶体取出术

较为罕见，白内障手术需要将原来昂贵的屈光性

晶体取出，随后再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抽吸术 + 人

工 晶 体 植 入 术 ， 在 护 理 过 程 中 ， 应 该 关 注 患 者

的情绪变化，给予人文关怀 [ 8 ]。研究 [ 8 ]显示：在

术 前 一 般 自 我 效 能 感 调 查 中 ， 患 者 普 遍 自 信 心

偏 低 ， 对 手 术 方 式 和 术 后 效 果 的 信 心 不 足 ， 存

在 焦 虑 、 敏 感 、 怀 疑 的 心 理 ， 护 理 过 程 中 需 要

给 予 相 应 的 心 理 护 理 和 护 理 干 预 ， 增 加 交 流 频

次 ， 鼓 励 患 者 表 达 内 心 感 受 ， 缓 解 患 者 术 前 紧

张焦虑的情绪。

1.2.2  社会支持护理

患者均为中年人，生活中离不开智能手机，

责任护士通过建立病友微信群，利用群聊模式跟

进患者术前、手术当天及术后的情况，为患者创

造更多的机会与同病种患者交流和沟通，术后每

隔1周进行语音回访，观察患者术后的眼部恢复情

况及用药、复诊情况，通过提问的方式评估患者

是否接受和掌握了健康宣教的内容。通过社会支

持干预，增强患者术后康复的信心，从而积极配

合治疗。社会支持主要指个体于他人或者社会网

络上获得特定关怀、支持，强调个人的主观心理

支持，且注重外界客观物质支持及支持利用度[9]，

提高其自我管理认知水平与能力[10]。ICL植入的患

者多为中年人，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社会压

力比较大，且低视力导致的严重精神负担让其承

受的心理压力也更大，临床护理应充分利用患者

的社会支持，与患者家属进行有效沟通，鼓励家

属理解患者，给予患者经济支持和心理支持。

1.2.3  疼痛护理 
利用数字疼痛评分法(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 S)评估患者术后的疼痛程度，用0~10分代表疼

痛程度，分值越大疼痛程度越高。本研究中有4例

患者疼痛评分>3的患者，其中1例前房型患者术前

伴眼压偏高，术前使用降眼压药物控制，术后眼

压在正常范围；术后眼痛的患者需报告医生，鉴

别患者疼痛的症状，区分是手术伤口引起的疼痛

还是眼压高导致的疼痛，遵医嘱必要时给予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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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物治疗，延长术后留观时间，鼓励患者听音

乐转移注意力 [11]，注意休息防止用眼疲劳，并且

针对性地进行术后健康宣教。

1.2.4  延续性护理 
87.5%的ICL术后并发性白内障患者术前是属

于低视力患者，应提醒患者留陪人，注意防止跌

倒及撞伤，尤其是患者术后包封术眼，应做好术

后安全指导和居家安全指导。对于生活部分自理

或者不能自理的患者，应该注意房间的光线和照

明充足，走廊和过道不要摆放障碍物，家属需掌

握安全防范措施，提高患者的自理能力。延续性

护理利用微信随时跟踪患者病情变化，关注患者

视力和眼压的情况，指导患者注意个人卫生，遵

医嘱按时使用抗生素滴眼液及眼膏；高度近视患

者一般建议术后预留200~300 °近视，正确指导患

者术后配镜的时间及配镜的注意事项；患者术后 
1周、1个月及3个月按时复诊，指导患者如有出现

眼痛伴同侧头痛、恶心、呕吐或者视物变形应随

时就诊。

1.3  评价指标

1.3.1  NRS 法

用NR S法评估术后眼睛的疼痛程度，0分为无

痛，1~3分为轻度疼痛，4~6分为中度疼痛，7~10分

为重度疼痛，分值越大表示疼痛程度越高。

1.3.2  护理满意度调查表

本研究采用自行设计的患者护理满意度调查

表，内容包括6个项目：1)您对护士责任心的满意

程度；2)您对护士服务态度的满意程度；3)您对护

士心理护理的满意程度；4 )您对护士健康教育的

满意程度；5 )您对护士沟通技巧的满意程度；6 )
你对手术效果的满意程度。每个条目均为5等级计

分，1~5分分别表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

满意、非常满意，总分6~30分，分值越高代表患

者对护理的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疼

痛评分、视力恢复情况、护理满意度评分等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行 t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患 者 的 眼 轴 长 度 平 均 值 为 3 2 . 2 7  m m ， 前 房

深度平均值为 3 . 1 3  m m ，内皮细胞密度平均值为 
2 216.39个/mm²；其中1例患者伴弱视、眼球震颤；

拱高约1 CT；1例患者伴右眼斜视，3例患者曾经做

过视网膜脱离手术；4例患者术后出现眼痛症状。

13例(16眼)ICL植入术后并发性白内障患者均

在局部麻醉下顺利完成ICL取出+白内障超声乳化

抽吸术+人工晶体植入术。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天

的裸眼视力比较见表1；患者术前及术后1个月的

自身对照护理满意度评分见表2。

表1 13例(16眼)ICL植入术后并发性白内障患者术前及术后裸眼视力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uncorrected visual acuity of 13 patients (16 eyes) with complicated cataract after ICL implantation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时间 患眼 视力<0.05/[眼(%)] 视力0.05~0.3/[眼(%)] 视力>0.3/[眼(%)]

术前 16 4 (25.00) 10 (62.50) 2 (12.50)

术后 16 1 (6.25) 8 (50.00) 7 (43.75)

表2 13例(16眼)ICL植入术后并发性白内障患者自身对照护理满意度得分比较(n=13)

Table 2 Comparison of self-control in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s of 13 cases (16 eyes) with complicated cataract after ICL implantation (n=13)

组别 护理满意度评分 t P

术前 24.77±1.88
23.33 0.001

术后 29.6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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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建立病友微信群跟进患者术

前、术后的情况，为患者与同病种患者多交流和沟

通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让自我护理能力较强的人分

享经验，介绍自我管理和自我护理的方法[12]。在护

理过程中，对于曾经做过多次眼部手术的患者，

应该关注患者是否情绪波动，在沟通的过程中利

用同理心缓解患者紧张的情绪，获取患者的信任

感，通过心理护理干预，增强患者术后康复的信

心，主动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治疗 [13]。利用微信进

行随访的模式时间较为灵活，在不影响患者工作

和生活的情况下，也有利于我们护理工作的有序

开展。

在眼科临床护理过程中，应重视超高度近视

的患者人群，该人群普遍自信心偏低，应该鼓励

患者家属多关心患者心理动态，给予患者经济支

持和心理支持。超高度近视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工

作和生活，社会支持护理和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有

助于患者端正心态，重新审视和接纳自己，重新

树立坚定的信心。研究 [14]显示：83.33%的患者术

后生活可以完全自理，为患者提高了生活质量和

工作效率。同时，并发性白内障的患者可以将屈

光性晶体取出后再行人工晶体植入术，也证实了

I C L手术的可逆性 [ 1 5 ]，屈光性晶体取出术后眼压

均在正常范围，突显了 I C L 手术方式的安全性和

优越性。

综上所述，微信平台为日间病房手术的患者

提供了更加简便、有效的网络信息交流平台，能

够高效地向患者输送眼科的相关疾病知识和护理

知识，准确、有效地跟进患者的病情。随着互联

网技术在医学上的广泛应用，基于网络的延续性

护理不断开展 [16]，利用智能手机进行延续性护理

可以及时解答患者的疑惑[17-19]，通过有效的网络信

息交流平台，提高患者复诊、用药的依从性，减

少患者来院诊治的时间、次数。关注和关怀超高

度近视患者，实施针对性的护理措施是有效的护

理方法，可以提高患者对临床护理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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