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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例外伤性视神经病变患者内镜下经蝶筛径路视神经管	

减压术的护理体会

王娟，练秀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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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外伤性视神经病变(t rau mat i c  o p t i c  n e u ro pat hy，TO N)患者内镜下经蝶筛径路视神

经管减压术(endoscopic trans-ethmosphenoid optic canal  decompression，ETOCD)的整体护理。 

方法：选取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收治的80例TON患者，回顾总结患者

ETOCD期间的护理措施及手术疗效。结果：所有患者经过综合护理后均顺利完成手术，未发生感

染，出血、疼痛情况经治疗和护理后均改善，68.8%患者术后视力有提高。结论：针对TON患者

ETOCD的特点，采取个体化的整体护理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帮助患者顺利完成手术，降低并发

症的发生率，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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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experience of 80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optic 
neuropathy undergoing endoscopic trans-ethmosphenoid 

optic canal decompression

WANG Juan, LIAN Xiu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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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igate the holistic nursing care of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optic neuropathy undergoing 

endoscopic trans-ethmosphenoid optic canal decompression (ETOCD).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optic neuropathy admitted to Zhongshan Ophthalmology Center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from Jan 

2020 to Ma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and the nursing measures and surgical effect during ETOCD 

were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Results: All 80 surgical patient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operation after 

comprehensive nursing without infection. The bleeding and pain were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and nursing, and 

68.8%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vision improvement.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OCD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optic neuropath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ake individualized overall care,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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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伤性视神经病变(traumatic optic neuropathy，

TON)为颅面部外伤的严重并发症，可引起严重视

力下降甚至失明，闭合性脑部损伤合并TON的发

病率大约为0.5%~5%[1]。眶壁骨折患者中，TON的

发病率约为1% [2]。目前大剂量激素冲击等药物保

守治疗、手术治疗以及手术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

是治疗TON的主要方法[3]。

经鼻内镜作为一个新技术形式，2 0世纪8 0年

代中期开始被人们广泛用于诊治鼻部病变，而在

此基础上，眼科医生们又开始逐步探索利用经鼻

内镜技术进行更复杂的眼科专业手术[4]。随着诊断

和治疗技术的发展，如今内镜下经蝶筛径路视神

经管减压术(endoscopic trans-ethmosphenoid optic 
canal decompression，ETOCD)已然成为一种成熟

的术式。该术式为经鼻入路，在鼻内镜直视下切

除筛窦、开放蝶窦达到视神经管处，将包绕视神

经的视神经管部分骨质去除，从而达到减轻视神

经压力的作用。最近更多的临床数据 [5-8]证实：与

保守治疗、糖皮质激素冲击疗法相比，ETOCD是

一种有效且安全的治疗方法，在恢复视力、改善

视网膜血管氧饱和度等方面疗效更显著，且无严

重并发症。在患者手术前后实施有针对性的护理

措施是保证手术效果的重要条件。TON患者因短

时间内视力下降，对疾病及手术认知不足，容易

产生紧张、焦虑、抑郁等情绪，对TON患者实施

整体护理，有助于提升护理质量、提高患者依从

性，可提高ETOCD的临床治疗效果，降低出血、

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率，促进患者康复[9]。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取 2 0 2 0 年 1 月 至 2 0 2 1 年 3 月 中 山 大 学 中 山

眼 科 中 心 眼 眶 病 与 眼 肿 瘤 科 收 治 的 8 0 例 T O N 患

者 ， 实 施 针 对 性 护 理 措 施 ， 开 展 整 体 护 理 。 纳

入 标 准 ： 1 ) 经 眼 科 检 查 ， 临 床 特 点 和 影 像 学 特

点 符 合 《 我 国 外 伤 性 视 神 经 病 变 内 镜 下 经 鼻 视

神 经 管 减 压 术 专 家 共 识 ( 2 0 1 6 年 ) 》 中 的 诊 断 标

准 [ 1 0 ] ， 拟 行 E T O C D ； 2 ) 智 力 正 常 ， 无 精 神 类

疾 病 史 ； 3 ) 患 者 及 家 属 知 情 同 意 。 排 除 标 准 ：

1 ) 认 知 及 语 言 沟 通 障 碍 ； 2 ) 精 神 异 常 ； 3 ) 合 并

有 全 身 严 重 疾 病 。 8 0 例 患 者 中 ， 男 7 3 例 ， 女 
7例，年龄(28.6±17.0)岁，所有病例均为单眼。视

力：43例无光感，1例光感，31例手动~0.1以下，

5 例 0 . 1 ~ 0 . 4 。 8 例就诊时间为伤后 7  d 内， 5 5 例为 
7  d~1个月，17例为1个月以上。致伤因素：车祸 
18例，外物撞击伤19例，摔伤42例，其他1例。合

并高血压患者4例，合并糖尿病患者3例。

1.2  方法

对80例TON患者行内镜下经蝶筛径路视神经

管减压术。患者取仰卧位，头高15°。全身麻醉下

消毒双眼，常规铺巾，暴露双眼和双鼻孔。取含

肾上腺素棉片(1 mg/10 mL)填塞术侧鼻腔，充分收

缩中鼻甲及总鼻道。经鼻镜使用剥离子切开钩突

黏膜，暴露筛泡，用咬切钳咬除筛泡黏膜及筛泡

小房骨壁，开放前组筛窦。辨认中鼻甲基板，继

续开放后组筛窦。用咬骨钳咬除上方钩突残端，

充分暴露视野。用动力系统咬切残余部分骨片及

黏膜组织，充分开放筛窦，探查并开放蝶窦。辨

认视神经管，用金刚砂磨钻磨薄视神经管和眶尖

部骨壁，用剥离子轻轻去除视神经管内段表面的

菲薄骨质，重复暴露管内段视神经，切开总腱环

和视神经鞘膜，减轻视神经压力。术腔填塞明胶

海绵和止血海绵。术后给予抗生素、激素治疗及

整体护理。

1.3  观察指标

1 )患者的手术完成情况，患者配合医护人员

做好术前准备并接受完整的内镜下经蝶筛径路视

神经管减压术视为顺利配合完成手术；2 )感染情

况；3 )鼻腔出血及疼痛情况，其中疼痛以数字疼

痛分级法(Numerical R ating Scale，NRS)评分法对

患者进行评价；4 )患者对围手术期整体护理的满

意度，用护理满意评分表进行调查；5 )患者手术

后1 d、1周、1个月的视力情况。

is beneficial to help patients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operatio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the patient’s healthy.

Keywords traumatic optic neuropathy; endoscopic trans-ethmosphenoid optic canal decompression; overall care; recovery; 

nurs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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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体护理

整 体 护 理 是 以 患 者 的 健 康 为 中 心 ， 为 患 者

提供心理、生理、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最佳护

理，包括心理护理、健康教育、饮食指导、术后

护理、出院指导等，是护理临床业务和护理管理

环节系统化的重要工作模式。

 
2.1  术前护理

2.1.1  心理护理

据文献[11]报道，因短时间内视力急剧下降，

T O N 患 者 在 受 到 外 伤 后 容 易 产 生 较 大 的 心 理 压

力，负面情绪也随之产生，甚至会出现不愿意接

受事实，难以配合治疗的情况。作为责任护士，

在进行入院评估及告知住院流程和治疗方案时，

要以热情亲切的态度和柔和的语气与患者进行交

流。在介绍疾病相关知识和手术目的及注意事项

时，尽量使用通俗的语言进行沟通，这便于患者

理解，有益于消除患者的顾虑。成功的手术案例

有利于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患者手术

配合的主动性，因此责任护士需要向患者多介绍

正面案例，鼓励患者。在治疗期间，患者焦躁、

抑郁的情绪需要被安抚，因此责任护士需要用足

够的耐心做好健康教育指导，注意安抚患者，加

强患者的心理护理。责任护士在沟通时需掌握沟

通方法的技巧性，进而巧妙地改善患者的负性心

理状态，提高患者的治疗配合度[12]。

2.1.2  患者术前准备

全 身 准 备 ： 1 ) 完 善 术 前 各 项 检 查 ； 2 ) 术 前 
1天剪指甲，剃胡须，保持全身清洁，注意休息，

预防感冒；3)手术当天按要求更换病员服，取下活

动性假牙及各类等饰品，勿涂指甲油、化妆，长发

者双耳后下方编麻花辫。鼻腔准备：1)自行清洗鼻

腔并由责任护士修剪患眼侧鼻腔的鼻毛，以免鼻

毛妨碍手术、污染手术器械；2)为收缩鼻黏膜，利

于引流及预防感染，使用诺通喷鼻剂喷鼻，喷鼻

时注意取头低30°的坐位并摇匀药液给药。饮食准

备：按照麻醉师的要求禁饮禁食，防止呕吐误吸导

致吸入性肺炎、窒息等并发症的发生。用药指导：

1)指导患者术前遵医嘱正确使用抗生素滴眼液和眼

膏；2)指导合并全身病患者术前按照麻醉师要求服

用相关药物。术前配合指导：指导患者用口呼吸练

习，以适应术后纱条填塞鼻腔引起的鼻塞、口唇干

燥、眼睛畏光流泪等不适并告知填塞的作用。心理

指导：解答患者疑问，耐心与之沟通，使其简单了

解手术过程，以缓解其紧张的情绪，以平和的心态

接受手术。注意事项：患者如在月经期，或出现发

烧、鼻塞、头痛、流涕、血压过高、空腹血糖过

高、眼睛红或有较多分泌物等症状或体征，需及时

联系主管医生或护士。

2.2  术后护理

2.2.1  鼻腔观察

TO N 患 者 E TO C D 术 后 短 时 间 内 常 会 出 现 鼻

腔内有少量淡红色血水流出，咽喉有轻微血腥感

的 症 状 ， 尤 其 在 体 位 改 变 如 坐 立 时 该 症 状 会 更

明显。责任护士可告知患者不必惊慌，用纸巾轻

轻擦拭鼻腔处即可，勿将口腔中血腥味分泌物咽

下，并及时吐出，以免影响病情观察。嘱患者若

发现鼻腔持续有较多鲜红色的血液流出或有频繁吞

咽动作，提示可能有活动性出血，需立即告知管床

医生处理。指导患者尽量避免剧烈咳嗽、打喷嚏擤

鼻涕，防止鼻腔压力剧增引起出血，如有打喷嚏前

兆，可用舌尖顶住上颚，减轻冲击力。患者术后鼻

腔填塞膨胀海绵止血，告知患者勿自行拔出海绵，

勿用手揉鼻、抠鼻，以免造成感染，若鼻腔内填塞

物有脱出，不能自行塞入，需及时告知管床医生和

责任护士。术后24 h内可用冰袋冷敷面额部，以减

少出血及疼痛，术后第1天给予布地奈德鼻喷剂喷

鼻，每天3次，可缓解鼻腔术后的干燥不适，改善

鼻腔通气，达到消炎止血的作用。

2.2.2  眼部护理

术后视力恢复情况是患者最关注的问题。责

任护士应耐心倾听患者的主诉，每日或据病情需

要动态监测患者的视力情况，观察术眼瞳孔大小

及对光反射是否存在。若眼部及周围皮肤仍有外

伤所致的伤痕、水肿等情况，清洁眼周时动作轻

柔，保持眼部皮肤干洁。

2.2.3  疼痛护理

分别于术前、术后用N R S评分法对患者进行

疼痛评估，疼痛评分在3分以下，予以心理安慰，

3分及以上给予药物镇痛治疗并在用药1  h后再次

进行疼痛评估。责任护士在患者术毕安返病房后

可抚慰患者由于麻醉药物会逐渐失效，而手术具

有一定的创伤性，且术中进行鼻腔填塞会引起鼻

黏膜局部的水肿、缺血和缺氧，所以术后鼻腔的

轻微疼痛与是正常现象，不必紧张，教导患者通

过听音乐、聊天、家属给予安慰等方式分散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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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缓解疼痛。同时需告知患者如果觉得疼痛超

过个人耐受能力，甚至影响睡眠，应及时告知管

床医生和责任护士，进行相应处理。

2.2.4  体位指导

术 后 可 以 垫 枕 休 息 ， 不 需 去 枕 。 术 后 4  h 是

渗血高峰，嘱患者严禁剧烈改变体位，勿过度低

头，以减少伤口渗血，同时清醒后2~3 d可取头高

卧位，角度可随患者的舒适调节。告知患者此体

位有利于减轻头部血流对鼻腔伤口的压力，减轻

疼痛及出血并有利于呼吸调节 [13]。密切观察有特

殊体位要求的患者是否按要求保持体位，并告知

保持体位的重要性。

2.2.5  饮食指导

告知患者全身麻醉术后出现恶心、呕吐是正

常现象，不要紧张，如有需要可联系护士备好塑料

袋。指引患者麻醉清醒后坐起来试喝一小口凉水，

无呕吐、呛咳或其他不适后，即可进食，但动作要

缓慢，避免体位性低血压。手术当天以粥、粉、面

等软食为主，且均要放凉后才可食用。食欲低下

时可分少量多次慢慢进食，也可闻柠檬以减轻不

适感，但由于术前禁食时间长容易引起低血糖，不

可完全不进食。指引患者术后第1天可改为普通饮

食，但须为温凉食物，忌人参等活血类食物，勿食

过热、过硬的辛辣刺激食物，防止鼻黏膜毛细血管

受热扩张，加重伤口出血[14]。住院期间饮食以清淡

易消化为主，多吃水果蔬菜，保持大便通畅。指导

合并高血压患者低盐低脂饮食，指导合并糖尿病患

者按照糖尿病饮食原则进食，如吃低碳水化合物、

高优质蛋白的食物等。

2.2.6  并发症观察和护理

手 术 的 并 发 症 有 感 染 和 出 血 等 ， 注 意 观 察

患者的生命体征，遵医嘱使用足量有效的抗菌药

物。严密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予以冰敷等

出血护理，同时做好心理疏导，避免因焦虑、紧

张而加重出血。

2.2.7  用药护理

告知患者使用喷鼻剂的目的和用法。使用激素

治疗时告知患者激素治疗TON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视

神经微循环痉挛、抗炎、消肿以保护视神经，以及

使用激素可能出现的失眠、胃肠道反应、水-电解

质紊乱、血压升高、血糖升高、骨质疏松等不良反

应[15]。指导患者在激素治疗期间口服护胃、补钾、

补钙、改善微循环等药物并密切监测患者的血压、

血糖等情况，如有异常及时告知主管医生，进行相

应处理。如需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责任护士需做

好用药前评估，协助医生处理特殊情况。指导合并

全身病患者合理使用相关药物。

2.2.8  出院健康指导

指导患者术后2周回院进行鼻腔清痂术，术后

1个月回院进行鼻内镜检查。术后遵医嘱进行鼻腔

冲洗1个月，使用布地奈德鼻喷剂2个月。手术部

位出现红、肿、热、痛及分泌物增多，出血或其

他异常症状需及时回院复诊。合并糖尿病、高血

压患者予以疾病健康指导，嘱其定期监测血压、

血糖情况，必要时需至相关专科复查。

3  结果

3.1  TON 患者护理满意度分析

本研究共纳入TON患者80例，术后NR S疼痛

评分 3 分及以上 2 例，术后鼻腔出血 2 例，特殊体

位1例。所有患者在院期间，经过个性化整体护理

后，均能顺利配合完成手术，未发生感染；术后

出血患者经冰敷等针对性护理后均及时止血；术

后疼痛患者经用药和疼痛护理后均症状缓解，NRS
评分0分；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为100%(表1)。

表1 TON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调查(n=80)

Table 1 Nursing satisfaction survey of TON patients (n=80)

项目 满意 基本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满意度/%

护士详细介绍住院环境和注意事项 80 0 0 0 0 100

护士的专业操作评价 80 0 0 0 0 100

护士能够定期巡视病房，观察病情变化 80 0 0 0 0 100

护士耐心解释所需要的医学检查、治疗及给药的注意事项 80 0 0 0 0 100

护士能为患者及家属提供健康指导 80 0 0 0 0 100

护士的服务态度 80 0 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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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TON 患者手术疗效分析

80例患者经手术治疗1个月后随访治疗有效率

为68.8%，其中术前视力无光感43例，光感1例，

手动~0.1以下31例，0.1~0.4 5例；术后1个月光感

23例，光感7例，手动~0.1以下35例，0.1~0.4 15例

(表2)。术前无光感和术前有残余视力的患者术后 
1个月的有效率分别为46.5%和94.6%。所有患者均

未发生严重并发症。

表2 TON患者不同时间视力表(n=80)

Table 2 Visual acuity of TON patient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n=80)

视力 术前 术后1 d 术后1周 术后1个月

无光感/人 43 32 24 23

光感/人 1 9 9 7

手动~0.1以下/人 31 30 34 35

0.1~0.4/人 5 9 13 15

4  讨论

外伤性视神经病变的最常见的受伤部位是眉

弓外侧部和颞侧，其次为眶周和头颅，受伤后视

力急剧下降，甚至完全失明 [16]。由于该病的好发

人群为青中年男性，因此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均

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无及时有效的治疗，视力极

难恢复 [17]。有研究 [18-19]指出：ETOCD作为安全、

有效的手术治疗方法，手术径路十分直接，能达

到 手 术 实 施 的 高 精 确 性 ， 同 时 具 有 术 后 创 伤 性

小、减压效果充分的特点和优势。

个性化整体护理可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减

轻患者手术后的疼痛与焦虑，对促进患者康复，

提 高 生 活 质 量 具 有 积 极 意 义 [ 2 0 ]。 由 于 T O N 患 者

短时间内视功能严重受损，精神层面产生一定应

激，此时耐心、细心的心理护理对患者来说尤为

重要。TON患者手术目的是挽救视力，做好眼部

护理、监测视力、观察病情是手术成功的有力保

障 。 E TO C D 对 于 患 者 来 说 仍 具 有 一 定 的 损 伤 ，

术后伴随一定程度的疼痛感，因此一旦责任护士

在患者住院期间内无法进行优质、科学的护理服

务 ， 患 者 的 治 疗 能 力 和 护 理 依 从 性 则 会 大 大 降

低，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和护理效率 [21]。在本研

究中，大部分患者在手术后1个月时视力较术前提

高，并且无出血、感染等并发症发生，8 0例患者

均对个性化整体护理有较高的满意度。所以，手

术前重视患者的心理护理，协助患者做好手术前

期准备，术后密切监测患者的病情，做好用药护

理、眼部护理指导及饮食护理、预防术后并发症

的发生对促进TON患者顺利完成手术及术后的康

复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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