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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宣教在提高眼科日间手术患者眼部	

用药正确率及满意度的应用

王盈欢，张慧婷，李真萱，许芷虹，林菁，刘伶俐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眼科视觉科学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060)

[摘　要]	 目的：探讨多元化宣教在提高眼科日间手术患者眼部用药正确率及满意度的应用效果。方法：采

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2020年10至12月收治的200例眼科日间手术患者

眼部用药的执行者为对象，将10至11月收治的100例日间手术患者眼部用药的执行者纳入对照组，

将12月收治的100例日间手术患者眼部用药的执行者纳入试验组。对照组采取传统宣教方式，试

验组应用多元化宣教模式进行健康教育。采用自制的健康教育需求调查表调查眼部用药执行者的

健康教育需求，采用眼部用药执行评价表、健康宣教满意度调查表评价干预效果。结果：采用多

元化宣教方式干预后，试验组患者眼部用药正确率(94%)高于对照组(3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试验组对多元化宣教满意度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多元化宣教模式可提高眼科日间手术患者眼部用药正确率，提高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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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iversified education in improving the 
accuracy and satisfaction of eye medicati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day ophthalmic surgery

WANG Yinghuan, ZHANG Huiting, LI Zhenxuan, XU Zhihong, LIN Jing, LIU Lingli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phthalmology, Zhongshan Ophthalmic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Ophthalmology and Visual Science, Guangzhou 51006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versified education on improving the accuracy and satisfaction of eye 

medicati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ophthalmic ambulatory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200 practitioners of 

administering eye medication after undergoing ambulatory surgery in Zhongshan Ophthalmic Center, Sun Yat-

sen University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2020 were investigated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100 practitioners 

admitted from October to November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100 practitioners were includ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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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手术指患者的入院、手术、出院均在1 d
内完成的一种手术形式(不包括在诊所或医院开展

的门诊手术) [1]。在眼科日间手术患者周转率快、

住院时间短的快节奏医疗模式下，患者出院后主

要通过眼部用药控制疾病，预防术后眼部感染，

患者对眼部用药的健康指导需求明显增加。如何

在高效运行的日间手术模式中，提高患者眼部用

药正确率，帮助其正确、有效地进行点眼，提高

居家眼部用药护理的能力，是眼科护理工作中亟

需处理的问题。本研究以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收治的日间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多元化宣

教模式的应用对患者眼部用药正确率及满意度的

影响，旨在提升眼科日间护理服务质量，有效控

制患眼疾病，降低术后眼部感染的风险。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便利抽样方法，选取中山大学中山眼科

中心在2020年10至12月期间收治的200例眼科日间

手术患者眼部用药执行者，即术后为患者点眼的

家属(后文简述为点眼执行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1)患者拟行眼部日间手术治疗；2)点眼执行者

智力、理解力正常，无精神类疾病史；3 )点眼执

行者自愿接受研究。排除标准：1 )患者及点眼执

行者合并有全身严重疾病；2 )点眼执行者为患者

本人。将2020年10至11月收治的100例患者的点眼

执行者纳入对照组，其中女59例，男41例，年龄

16~61(31.95±8.67)岁。2020年12月收治的100例患

者的点眼执行者则作为试验组，其中女6 4例，男

36例，年龄19~67(5.05±9.97)岁。两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干预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健康教育方法。宣教时间

仅固定在患者术后第1天返院复查时，由负责出院

工作的护士进行眼部用药健康宣教，包括眼药水

(膏)正确使用方法(点眼位置、距离、用量、间隔

时间)、用药时间与频率及相关注意事项(洗手、无

污染、保管方法)等内容，采用常规口述式宣教并

发放纸质版宣教资料(纯文字，无图片)的形式对点

眼执行者进行眼部用药健康教育指导。

试验组：在传统健康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建

立和实施多元化宣教模式。

1 )准备阶段：对接受传统健康宣教方式的点

眼执行者进行眼部用药健康教育需求调查。利用

眼部用药执行评价表评价其点眼执行情况，分析

常见的错误。依据所得调查结果制定多元化健康

教育方案。

2 )实施阶段：①调整宣教时间：日间手术患

者在完成入院评估后，由责任护士进行第一轮眼

部用药健康宣教。在患者术后第1天返院复查时，

护士进行第2次眼部用药健康宣教。②规范化宣教

内容：组织全科护士进行培训，统一规范护士宣

教用语及内容，统一印发科室专用的宣教图文手

册。③多元化宣教形式：a.运用多媒体工具将眼部

用药健康指导内容制作成短视频，视频中由专业

的护士出镜实操拍摄，由科内语言表达流利、普

通话标准的护士负责配音讲解。视频内容经科内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education,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pplied diversified education mode to carry out health education. The health education needs of the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self-made health education needs questionnaire, and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 was 

evaluated by the eye medication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form and health education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correct rate of eye medication in experimental group (94%)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35%) with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5). The satisfaction score about diversified education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Diversified education model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administering eye medicati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ophthalmic ambulatory surgery, and the satisfaction in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diversified education; ophthalmology; day surgery; eye m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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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多次审核、修改，确保视频宣教内容科学准

确，通俗易懂。宣教短视频转制成二维码图片并

贴在健康教育墙上，责任护士在术前宣教时确保

点眼执行者扫码观看该视频，同时将视频在休息

室内的宣教电视机内循环播放，加深点眼执行者

印象。b.制作眼部用药健康教育处方单，单上附有

点眼宣教视频二维码，且将出院带药的名称、用

法、保存方法及特殊备注罗列清楚，责任护士在

术后第1天返院复查时发放给点眼执行者，方便其

出院后随时观看学习。c.将宣教视频上传至科室视

频号，指导点眼执行者及患者关注并定时推送相

关健康教育短视频，开展延续性健康教育。④专

人评估与示范：术后第1天返院复查宣教结束后，

责任护士评估点眼执行者的实际眼部用药执行情

况，针对薄弱、错误的地方，加强示范指导，保

证眼部用药正确落实到位。

1.2.2  调查工具

1 ) 一 般 资 料 调 查 表 ： 包 括 患 者 的 年 龄 、 性

别 、 手 术 次 数 ， 点 眼 执 行 者 的 年 龄 、 性 别 、 与

患者的关系、文化程度等。2 )健康教育需求调查

表：基于传统的宣教模式的局限，研究者参考文

献自行编制了2个问题，包括期望的健康宣教方式

和期望接受健康宣教的时间。3 )眼部用药执行评

价表：利用本院护理部颁布的护理质量专项督查

指标(患者使用眼药水情况)的三级指标进行评价，

评价指标包括8个条目(表1)。所有评价指标条目全

部正确即为点眼正确，若有≥1项评价指标条目错

误则记为点眼错误。4 )健康宣教满意度调查表：

研 究 者 自 行 编 制 ， 由 4 个 条 目 组 成 ， 内 容 包 括 宣

教方式、宣教内容、宣教时间、宣教效果。参考

Li ker t  5点计分法 [2]，从“非常满意”到“很不满

意”依次赋予5~1分，得分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

表1 眼部用药执行评价表

Table 1 Evaluation table of ophthalmic medication implementation

三级指标 检查方法

知晓用药前要清洁双手 询问是否知晓

眼药液滴入下方结膜囊 查看操作情况

每次1~2滴 查看操作情况

操作过程中，无污染滴眼液瓶口/瓶盖 查看操作情况

两种眼药水间间隔5 min以上 询问是否知晓/查看操作情况

知晓如何正确保管眼药水 询问是否知晓

眼药液瓶口距离眼部2~3 cm 查看操作情况

知晓用药时间 询问是否知晓

1.2.3  资料收集方法

于入院当日发放一般资料及健康教育需求调

查 表 ， 术 后 第 1 天 复 查 结 束 进 行 眼 部 用 药 执 行 评

价及健康宣教满意度调查，调查人员采用统一指

导语向患者及点眼执行者讲解调查的目的及填写

注 意 事 项 ， 待 患 者 及 点 眼 执 行 者 充 分 理 解 取 得

知 情 同 意 后 独 立 填 写 ， 眼 部 用 药 执 行 评 价 由 调

查 者 填 写 。 问 卷 填 写 后 当 场 收 回 ， 由 调 查 人 员

检 查 问 卷 的 完 整 性 ， 对 问 卷 空 缺 项 或 模 糊 项 及

时进行口头询问补充，确保问卷的完整、真实。

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200份，有效回

收率为100%。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频数和率描述，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

差 ( x ± s ) 描 述 。 计 数 资 料 两 组 间 比 较 采 用 卡 方 检

验，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

检验标准α=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健康教育需求调查

在宣教时间方面，期望在术前进行宣教的占

比最大(58%)，其次是期望在术后第1天复查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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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36%)；在宣教方式方面，期望采用视频形式的

占比最大(34%)，其次为示范(32%)。

2.2  两组眼部用药执行情况比较

采用常规宣教时的眼部用药执行情况显示，

未洗手、距离过远或过近、污染眼药水是常易发

生的错误。干预后试验组眼部用药各项评价条目

达标正确例数均高于对照组(用量条目除外)，点

眼执行正确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2)。

2.3  两组健康宣教满意度比较

干预后试验组健康教育满意度得分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表2 两组眼科日间手术患者眼部用药执行情况比较(n=100)

Table 2 Comparison of ophthalmic medication implement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undergoing daytime 

ophthalmic surgery (n=100)

组别 洗手/例 距离/例 位置/例 用量/例 无污染/例 间隔时间/例 保存方法/例
用药时间与

频率/例

执行正确

率/例

试验组 100 98 97 100 99 100 100 100 94

对照组 73 64 86 100 78 96 94 95 35

χ2 31.214 37.557 7.779 — 21.665 4.082 6.186 5.128 25.802

P <0.001 <0.001 0.005 — <0.001 0.043 0.013 0.024 <0.001

表3 两组眼科日间手术患者健康教育满意度比较(n=100，x±s)

Table 3 Comparison of satisfaction with health educ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ophthalmological day surgery patients 

(n=100, x±s)

组别
健康教育满意度/分

总体 宣教方式 宣教内容 宣教时间 宣教效果

试验组 19.02±1.694 4.76±0.452 4.80±0.402 4.71±0.518 4.75±0.479

对照组 9.10±3.538 2.12±1.028 2.39±1.024 2.30±0.577 2.29±1.085

t 25.292 23.513 21.909 31.063 20.736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日间手术的模式可以降低住院费用、缩短住

院时间、提高患者满意度、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

性，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医疗资源，同时满足了现

代人快节奏的治疗与康复需求 [3-4]。面对住院时间

短、快节奏的日间手术模式，患者与医护人员接

触少、缺乏有效沟通，患者因对健康知识了解甚

少，导致术后发生不良事件的风险增加 [ 5 ]，传统

健康教育方法缺乏直观性、形象性，患者仅凭自

我想象很难对知识点做到理解掌握 [ 6 ]，本研究对

点眼执行者的眼部用药健康教育需求进行调查，

了解其个性化的健康需求和重点关注的问题，调

整了宣教的时间、改良了宣教的形式和内容，让

健康教育更具人性化、更符合患者的实际需要。

形象生动、简洁直观的宣教图册、短视频，把错

误率较高的洗手、点眼距离、污染问题在其中强

调出来，可以直接让点眼执行者清晰明了地理解

到重点，应用多元化的感官信息，提高其理解力

和接受度 [ 7 ]。附有宣教视频二维码的眼部用药健

康教育处方单，对宣教内容起巩固和强化作用，

增 加 了 宣 教 强 度 [ 8 ]。 在 术 后 第 1 天 复 查 时 ， 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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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评估点眼执行者眼部用药执行情况后针对其

错漏项及疑问予以解释、示范指导，教会其点眼

要领。通过护患双向反馈式的健康教育，可以避

免 因 护 理 人 员 健 康 知 识 单 向 传 播 ， 使 患 者 健 康

知识接收不全，护理人员不能正确评估患者接受

情况，无法达到健康教育目的的情况发生 [ 9 ]。此

外，应用视频号这一新颖的多媒体工具，让患者

及点眼执行者即使在出院后仍然可以获得准确、

有效的相关健康知识指导，感受延续性的健康宣

教服务。因此，多元化的宣教方式可以有效促进

眼科日间手术患者掌握眼部用药相关知识，提高

居家护理能力。

日间手术患者较住院患者所得到的直接医疗照

护较少[10]，所以掌握正确的自我护理技能对术后康

复十分重要。护士作为日间手术病房的主要工作人

员，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1]。在术前预防眼部感

染、术后眼部用药治疗等方面，护士能够帮助患者

树立正确的用眼卫生习惯，掌握正确的点眼方法，

督促其形成正确的遵医嘱行为[12]，特别是眼科术后

患者，因为这会影响治疗的效果和预后 [13]。本研

究结果显示：针对眼科日间手术患者眼部用药，

对照组仅采用传统的口述结合发放纯文字纸质资

料的单一宣教方式，患者的眼部用药正确率较低

(35%)，而试验组采用多元化的宣教模式，患者的

眼部用药正确率较高(94%)，明显高于对照组。本

研究采用的多元化宣教方式可帮助患者掌握术后

正确的点眼方法，提高其眼部用药正确率，加强

居家眼部用药护理的能力，有效控制患眼疾病，

降低术后眼部感染的风险。

健康教育是护理工作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贯穿入院到出院的整个护理过程，而有效的护理

健康教育可更好地帮助患者树立健康观念，使其

自觉主动地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14]。在眼科日间

手术模式下，探索高效的健康教育模式，提升患

者满意度是当下护理管理者的共同目标 [15]。传统

宣教形式单一、枯燥无趣，健康教育效果并不理

想，在本研究中，通过观看短视频，发放宣教图

册及眼部用药健康教育处方单，专人评估、示范

等多元化的宣教模式，试验组在宣教方式、宣教

内容、宣教时间、宣教效果上的满意度得分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通过促进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

交流互动，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更行之有效的眼

部用药健康指导，提升护理的宣教质量，提高患

者对护理人员健康宣教的满意度，从而带动患者

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诠释了优质护理服务的宗

旨，让患者和家属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视，增强

对医院的信任感，构建了和谐的医患环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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