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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绷带镜对独眼白内障患者焦虑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莫伍玲，肖霞，赖旺英，卢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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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角膜绷带镜对独眼白内障患者焦虑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中山大学中山

眼科中心白内障科2020年12月至2021年7月收治的120例独眼白内障患者作为试验对象，采用便

利抽样法分为实验组(佩戴角膜绷带镜)与对照组(未佩戴角膜绷带镜)。运用焦虑自评量表、视功

能的生存质量量表来评估比较2组患者的焦虑程度、术后生存质量。结果：入院前2组患者的焦虑

评分、生存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第1天实验组患者的焦虑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生存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的焦虑评分由入

院前的55.35±7.09降低至43.77±5.56，焦虑程度比入院前减轻20%；对照组患者焦虑评分由入院前

的54.27±5.93降低至47.92±7.02，焦虑程度较入院前减轻12%；实验组患者生存质量评分由入院前

的55.32±25.57增至术后第1天的81.01±13.74，增长了46%；对照组患者生存质量评分由入院前的

56.38±14.43降低至术后第1天的36.15±17.97，降低了35%。结论：角膜绷带镜可以减轻独眼白内障

患者的焦虑情绪，提高术后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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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rneal bandage lens on anxiet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monocular cataract.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monocular cataract treated in our department from 

December 2020 to Jul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wearing 

corneal bandage lens)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out corneal bandage lens) by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 and Visual Function Quality of Life Scale were used to evaluate and compare the degree of 

anxiety and postoperative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2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nxiety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between the 2 groups before admission (P>0.05). On the first day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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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眼白内障患者是指由于先天性眼球发育不

全、外伤、新生血管性青光眼、视神经病变、眼

底出血、糖尿病疾病、眼内恶性肿瘤、严重的眼

内炎等原因造成单眼失明，而另一眼出现白内障

需要手术治疗者 [1-2]。由于白内障是致盲性眼病，

随着时间推移患者视力不断降低，可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及工作，若未能及时进行手术治疗可出

现致盲的情况。另外，独眼白内障患者会存在一

定的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 [ 3 ]，加上对手术预

后、术后包扎术眼后生活不能自理的顾虑，都会

让患者对白内障手术产生焦虑恐惧的心理，影响

手术的进行。

如何消除患者顾虑、降低患者焦虑情绪顺利

完成手术是临床独眼白内障患者手术工作的一大

重点。临床上常通过优质护理干预来稳定患者心

理情绪及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但是术后视觉缺失

给患者带来的生活不便及安全隐患未能解决。角

膜绷带镜可用于多个方面，其中角膜绷带镜能起

到隔离角膜的作用，在防止微生物入侵、抑制细

菌侵入，减少眼部感染方面发挥作用。笔者拟通

过将绷带镜的特点运用于独眼白内障患者术后，

旨在减轻患者的焦虑情绪，提高术后生活质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 取 2 0 2 0 年 1 2 月 至 2 0 2 1 年 7 月 中 山 大 学 中

山眼科中心白内障科收治的 1 2 0 例独眼白内障患

者 作 为 试 验 对 象 ， 采 用 便 利 抽 样 法 分 为 实 验 组

( 佩 戴 角 膜 绷 带 镜 6 0 例 ) 与 对 照 组 ( 未 佩 戴 角 膜 绷

带镜 6 0 例 ) 。其中实验组男 3 3 例，女 2 7 例，年龄

(56.03±10.77)岁；对照组男29例，女31例，年龄

(57.2±11.64)岁。

纳 入 标 准 ： 1 ) 均 符 合 一 眼 患 不 可 治 盲 ， 另

一眼又患白内障需手术；2 )术前未发生呼吸道系

统、眼部急性炎症的感染；3)年龄18~70岁，有自

主能力。排除标准：1 )存在精神病、老年痴呆或

言语功能障碍，无法正常交流的；2 )高血压、高

血糖不能控制在安全范围内；3 )角膜失代偿的角

膜穿孔；4)严重干眼、上睑下垂；5)运动障碍。

1.2  方法

对 对 照 组 患 者 进 行 常 规 护 理 ： 1 ) 做 好 防 跌

倒、防坠床的标识，便于在检查、治疗、护理时

重点关注患者以确保患者安全；2 )术前讲解手术

过程、医患配合方法、介绍主刀教授加深患者对

手术的了解，树立患者手术的信心；3 )工作人员

多倾听患者的心理感受、鼓励患者多倾诉以便及

时解决患者的疑问及实际问题；4 )运用社会支持

系统，减少患者的顾虑，提高手术信心；5 )在表

麻下行单眼“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人工晶体植入

术”；6 )术毕常规使用抗生素眼膏后用无菌敷料

包扎术眼；7)术后第1天常规予拆除无菌敷料后开

始使用抗生素眼水，睡前使用抗生素眼膏。

实验组在对照组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予：1 )术

毕佩戴角膜绷带镜(博士伦纯视软性亲水接触镜，

制作材料为B a l a f i l c o m  A硅水凝胶材料 [ 4 ])后，用

带孔的眼罩盖眼而不对术眼进行无菌敷料包扎；

2 )为预防感染患者手术当天开始使用抗生素眼药

水，为避免眼膏影响绷带镜的透气功能，故戴镜

operation, the anxiety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anxiety score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decreased from 55.35±7.09 to 43.77±5.56, and the degree of anxiety decreased 

by 20%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admission. The anxiety score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decreased from 

54.27±5.93 to 47.92±7.02, and the degree of anxiety decreased by 12%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admission. The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creased from 55.32±25.57 before admission to 81.01±13.74 

on the first day after operation, an increase of 46%.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decreased from 56.38±14.43 before admission to 36.15±17.97 on the first day after operation, a decrease of 35%. 

Conclusion: Corneal bandage lens can reduce the anxiety of patients with monocular catarac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fter operation.

Keywords bandage mirror; cyclopia; cataract; anxiety; quality of life; m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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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不使用抗炎眼膏；  3)告知患者术后不可揉搓

眼睛、不可用力眨眼睛以免绷带镜移位；4 )告知

患者不可自行摘除绷带镜，7 d后复诊时由主管医

生摘除。若戴镜期间出现眼红、眼痛、视力下降

的情况及时返院复诊。

采 集 资 料 的 时 间 定 为 入 院 前 及 术 后 第 1 天 未

进行拆除眼部无菌敷料前。量表由调查者采用结

构式访谈法逐条询问代为填写。问卷回收后对其

进行整理、录入数据、量表计分。1 )焦虑自评量

表评分表 [ 5 ]具体计分为：量表有2 0个项目，每个

项目得分均为 1 ~ 4 分，各个项目原始得分相加后

再乘以1 . 2 5后得到最后的标准分。得分越高，表

示 焦 虑 水 平 越 高 [ 6 ]。 2 ) 生 存 质 量 量 表 [ 7 - 8 ]具 体 计

分为：量表由自理能力、活动能力、社交能力、

心理状态四部分组成。每个部分有 1 ~ 4 个项目，

每个项目 1 ~ 4 分，分值越高，困难度越大。为使

每个指标的起点分数和最大分数在同一个水平，

从而保证指标之间的比较，将所有的指标转化成

0 ~ 1 0 0 之间的分数。例如对于与视力有关的日常

生活限制这一指标，由4个问题组成，每个问题的

原始分数为1~4，首先用最高的分数“4”减去原

始分数得到0~3之间的数值，再将4个问题的分数

相加，得到 0 ~ 1 2 之间的数值，再除以 4 个问题的

最高分12，得到0~1之间的数值，再乘以100，最

后得到0~100之间的数值 [9]。

1.3  观察指标

1)焦虑程度：焦虑评定的临界标准分为50分，

50~60分为轻度抑郁焦虑；61~70分为中度抑郁焦

虑；>70分为重度抑郁焦虑。分值越高，焦虑倾向

越明显[10]。

2 ) 生 存 质 量 ： “ 0 ” 代 表 最 大 困 难 程 度 ，

“100”代表最小困难程度，分数越高，生存质量

状态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比描述，2组比较采用χ 2检

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进行描述，2组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入院方式

等基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1)，具有可比性。

表1 2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n=60)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2 groups 

(n=60)

项目 实验组/例 对照组/例 χ2 P

性别 0.53 0.46

男 33 29

女 27 31

年龄/岁 0.56 0.69

20~29 1 3

30~39 5 3

40~49 7 4

50~70 47 50

文化程度 0.47 0.53

文盲 1 2

小学 24 25

初中 14 11

高中 12 14

专科及以上 9 8

婚姻状况 0.26 0.61

未婚 8 10

已婚 52 50

入院方式 0.35 0.55

扶行 20 17

步行 40 43

慢性病 0.32 0.57

有 39 36

无 2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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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戴镜期间，实验组患者未出现继发感

染及角膜水肿等症状，未出现佩戴角膜绷带镜有

关的视觉损伤，对照组有2例患者在1周内发生角

膜水肿。

实验组患者的焦虑评分由入院前的55.35±7.09
降低至43.77±5.56，焦虑程度比入院前减轻20%；

对照组患者焦虑评分由入院前的54.27±5.93降低至

47.92±7.02，焦虑程度较入院前减轻12%。两组术

后焦虑评分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 − 3 . 5 9，
P<0.001)。

实 验 组 患 者 生 存 质 量 评 分 由 入 院 前 的

55.32±25.57增至术后第1天的81.01±13.74，增涨

了 4 6 % ； 对 照 组 患 者 生 存 质 量 评 分 由 入 院 前 的

56.38±14.43降低至术后第1天的36.15±17.97，降低

了35%。两组术后生存质量评分相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t=15.36，P<0.001)。

术 后 第 1 天 ， 实 验 组 有 2 例 患 者 的 裸 眼 视  
力 ≤ 0 . 0 5 ， 1 5例患者的裸眼视力为0 . 0 5 ~ 0 . 3 0， 
43例患者的裸眼视力>0.3；对照组有4例患者的裸

眼视力≤0.05，14例患者的裸眼视力为0.05~0.30；

42例患者的裸眼视力>0.3。

3  讨论

独眼白内障患者焦虑抑郁的原因为：患者只

剩一眼视力，若治疗失败导致双眼盲无法生活自

理，因此对手术的期望值很高不能接受手术失败的

情况。中年独眼患者是家庭的支柱，担心日后无法

履行家庭义务、害怕成为子女及家人的负担，他们

对手术及预后极度焦虑、恐惧。这是因为有社会压

力的患者焦虑程度更高，这可能由于社会压力会导

致个体在知觉和认知上出现安危、急缓的判断，而

后在心理和生理上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应 [11]。白内

障术后常规佩戴眼罩过夜是预防感染的有效方法，

但也与单眼视觉或立体视觉缺失造成不便甚至损害

有关 [12]。当对照组患者因术后立体视觉缺失导致

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协助完成时而产生焦虑、自卑心

理，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家人，为避免麻烦，常常不

能及时提出自己的需求。

在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突然间生活不能完

全自理，不能尽快进入患者角色，患者常会有情

绪低落、孤独不愿与周围人交往、不探视亲友等

活动和社交能力下降的表现。实验组患者的焦虑

情绪明显减轻的原因为患者术后佩戴绷带镜后获

得“即时视力”大部分能改变低视力状态，提高

患者的自理、活动及社交能力，这对术后的独眼

患者特别重要。因此大大提高了术后患者的生活

质量。

角膜绷带镜是一种软性亲水性角膜接触镜，具

有柔软、富有弹性、含水透明和安全舒适等特点，

能起到很好的覆盖保护作用，减少眼部刺激，可用

于保护眼表、治疗或辅助治疗某些眼病[13]，临床上

常用于角膜病变、角膜移植、角膜屈光手术、胬

肉切除术后联合使用绷带镜等。佩戴绷带镜的患

者术后没有发生一例术后感染，可能与绷带镜具

有高透氧、含水性、吸水的特点有关，其可以使

氧气、抗菌眼药水直接抵达角膜上皮，并且能够

长时间维持药物的有效浓度和较好的眼球表面保

湿效果 [14]；绷带镜还可以隔离角膜，抑制细菌入

侵，其独特的双弧形设计，使得镜片更容易牢固

贴附于角膜，起到密闭作用 [15]，代替传统的无菌

敷料包扎术眼。实验组的患者都能接受购买绷带

镜的费用，可能与患者无法适应“失明”带来的

恐惧、不安及生活不便有关。

综上，独眼白内障患者术后使用绷带镜获得

了术眼的视物功能、提高独立日常生活的能力，

大大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从而降低了患者的

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术后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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