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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专科护理门诊的建立与实践

刘华英，康建芳，肖思瑜，王亚萍，伍小芳，许美荣

(深圳市眼科医院综合病房，暨南大学附属深圳眼科医院，深圳市眼病防治研究所，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	 目的：建立眼科专科护理门诊及探讨其实施效果。方法：调查2020年7月开展眼科护理门诊以来至

2022年3月就诊的206例患者满意度和健康知识知晓率，并由医生、护士对眼科专科护理门诊的实

践效果进行评价。结果：206例患者满意度较好，总分在90以上；眼科专科护理门诊针对患者问题

提供个体化护理服务，进行眼部检查206人次，健康教育206人次，滴眼药水、涂眼药膏操作示范

184人次，术后特殊体位指导38人次，滤过泡按摩26人次，为患者提供了多元化护理服务；同行

评价显示眼科护理门诊体现了护士的专业价值；患者就诊后的健康知识知晓率明显高于就诊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眼科专科护理门诊的开设满足了患者多元化护理服务需求，

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和健康知识知晓率，提升了护士的自我价值感，为专科护士提供了职业发展平

台，促进了眼科专科护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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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nd practice of ophthalmology specialist 
nursing clinic

LIU Huaying, KANG Jianfang, XIAO Siyu, WANG Yaping, WU Xiaofang, XU Meirong

(General Ward, Shenzhen Eye Hospital, Jinan University, Shenzhen Eye Institute,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and effect of ophthalmology specialist nursing clinic.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satisfaction and the awareness rate of health knowledge of 206 patients who visited ophthalmology 

specialist nursing clinic from July 2020 to March 2022. Doctors and nurses were investigated for evaluation 

of the clinic. Results: A total of 206 pati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a total score of 90 points or more; the 

ophthalmology specialist nursing clinic provided individualized nursing services for patients’ problems, 

conducted 206 eye examinations and 206 health education, and demonstrated the operation of eye drops and 

eye ointment 184 times. 38 patients received post-operative special posture guidance and 26 patients received 

filter bubble massages. The clinic provided patients with diversified nursing services. Peer reviews showed that 

the ophthalmological care clinic reflects the professional value of nurses; the awareness rate of health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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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是 人 体 十 分 重 要 而 特 殊 的 感 觉 器 官 ， 人

们通过眼睛来看和感受身边的世界，当眼部发生

病变时，将给患者带来极大的不方便，对身体和

心理均造成伤害。目前，眼科学已成为发展最快

的临床专业之一，眼科门诊的工作重点在于眼科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随着医疗水平的提升及健康

需求的多元化，人们渴望得到便利可及的疾病预

防、治疗、护理、康复等健康服务与指导，护理

工作的职责、功能及服务领域进一步扩大 [ 1 ]。因

此，由在某个临床护理领域具有丰富工作经验、

先进专业知识和高超临床技能的护士主导的护理

门诊即专科护理门诊应运而生[2]。专科护理门诊是

指由护士主导的一种新模式，与医疗门诊相辅相

成，提供专业化的优质护理服务，提升医疗资源

利用率 [ 3 ]。开展护理专科门诊的护士被称为护理

开业者、护理指导者，在心脏病 [4-5]、卒中 [6]、肿 

瘤[7]、泌尿[8]等患者门诊中开展护理咨询、健康教

育等工作并取得较好效果。我国目前设立的专科

护理门诊包括新生儿护理门诊[9]、康复专科护理门

诊 [10]、高血压慢病护理门诊 [11]、中医护理门诊 [12]

等已取得较好效果，但未查阅到开展眼科专科护

理门诊的研究报道文献。随着眼科护理的专业化

发展和眼科专科护士的培养，眼科护理服务范围

不断扩大。深圳市眼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是一所

三级眼科专科医院，为了能更好地为眼科患者服

务，满足出院后眼科患者的多元化需求，我院于

2020年7月起开设眼科专科护理门诊，经过实践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建立眼科专科护理门诊

1.1.1  成立眼科专科护理门诊管理小组

护理部成立眼科专科护理门诊管理小组，设

眼科专科护理组长1名，副组长1名，秘书2名，组

员8名，明确职责与分工。由组长全面负责眼科专

科护理门诊工作，按照护理部制订的专科护理门

诊申请与管理制度，带领小组成员制订眼科专科

护理门诊发展计划，完善出诊制度和流程，严格

考核和审核眼科专科出诊护士资质，制订出诊质

量考核标准，定期对眼科专科护理门诊工作进行

考核评价，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整改，确保眼

科专科护理门诊质量持续改进，并做好出诊的各

项协调工作。

1.1.2  出诊资质与出诊护士的确定

参考相关文献[ 1 3 ]并结合我院实际情况，根

据眼科临床护理实践能力和教学能力等制定眼科

专科护理门诊出诊人员资质。具体如下：1 )具有

本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 持 有 护 士 执 业 证 书 ， 并 在 注

册有效期内。2 )经省及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认

可，接受眼科专科护理培训，获得相应眼科专科

护士培训合格证书者；临床护理工作≥1 0年，眼

科 专 科 临 床 护 理 工 作 ≥ 5 年 取 得 副 主 任 护 师 资 格

证书者或眼科亚专科(青光眼、中医科、视光学科

等)相应的眼科临床护理专业工作≥5年且已聘用

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者，具备处理复杂护理问题

和眼科疑难病例的能力，熟练掌握并获得球结膜

下注射、角膜异物剔除等眼科高难度技术的准入

资质。3 )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能准确评估、处

理护理相关问题，能解释眼科专科检查及实验室

检验结果，熟悉用药方法、药物的作用及不良反

应。4 )能根据患者的健康状况和变化调整护理计

划。根据以上条件，截至目前，共选拔出眼科专

科护理门诊出诊护士2名，2名护士均为医院外送

培训获得省级眼科专科护士资格证的专科护士，

并经过护理部资质审核通过。

1.1.3  培训和考核出诊护士

出诊护士接受科室常规培训以及护理部组织

after the patient’s vis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he visit,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01). Conclus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ophthalmology specialist nursing clinic meets patients 

for diversified nursing services, improves patients’ satisfaction and health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and improves 

nurses’ sense of self-worth. Furthermore, it provides a career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specialist nurses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ophthalmic specialist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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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专科授课，通过备课讲课与听讲来巩固专

科护理知识，掌握常见急症的理论知识和抢救操

作技能。在出诊前，由眼科专科护理门诊管理小

组对其进行出诊相关制度、流程以及人文沟通技

巧的培训，培训结束进行理论和临床实践考核合

格后方可出诊，其中理论考试内容包括出诊制度

流程、眼科专科护理理论、常见急危重疾病护理

常规、沟通技巧等，临床实践考核包括眼科专科

技能操作、教学查房、个案汇报等。

1.1.4  诊室设置及出诊时间安排

在 门 诊 诊 室 内 设 置 1 间 诊 室 ， 出 诊 时 间 为 每

周五全天两个单元门诊，每次1名护士坐诊。诊室

内除了常规设施配置外，配备眼科门诊出诊以下

物品和设备：1 )眼科门诊常规物品：眼药水、眼

药膏、棉签；2 )裂隙灯；3 )健康教育宣传手册；

4)A H D手消液及擦拭纸；5)荧光素钠试纸等。患

者可通过我院微信公众号、网上挂号平台如健康

160、门诊自助多功能机、门诊现场以及诊室内预

约等多种方式挂号。

1.2  眼科专科护理门诊实践

1.2.1  工作内容

1.2.1.1  检查患者眼部及附属器

患者就诊后，出诊护士在裂隙灯下对患者的

眼睛进行初步检查，通过问诊询问患者眼部的不

适或视物情况，对患者现有的症状进行评估。评

估内容包括视力、眼压，结膜是否充血，角膜是

否透明、光滑平整，眼前房的深浅，是否有潜在

的眼底病变症状如视物变形、黑幕等。

1.2.1.2  健康教育

护 士 出 诊 时 ， 通 过 评 估 患 者 进 行 针 对 性 的

健康教育，主要内容包括：1 )眼科疾病知识的指

导 ： 对 各 种 常 见 眼 科 问 题 如 高 龄 老 人 白 内 障 的

手术前后护理，学龄儿童近视眼的防控，青光眼

疾病的诱发因素及糖尿病患者视网膜病变的风险

进 行 现 场 解 答 ， 讲 解 眼 部 疾 病 的 致 病 原 因 、 症

状、体征、眼部相关检查与治疗等。2 )眼科用药

指导：告知患者眼药水、眼药膏的正确用法、时

间、药物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尤其对需要终身

用药的青光眼患者，告知其注意做好滴眼药水时

的手卫生，眼药水的开瓶有效期、储存方式及多

种眼药水的联合使用方法等，要求患者严格掌握

并执行。3 )日常生活指导：眼部术后避免碰撞、

剧烈运动，避免辛辣饮食，一些特殊眼科手术比

如 视 网 膜 脱 离 手 术 后 3 个 月 内 需 要 避 免 提 重 物 、

避 免 乘 坐 飞 机 等 ， 出 诊 护 士 除 了 告 知 患 者 有 关

眼部疾病的日常生活指导外，对于合并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更需要出诊护士根据

不同病种告知患者合理的饮食方式和运动方式。 
4 )心理疏导：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尤其一些低

视力患儿、慢性青光眼、眼底疾病患者等需要反

复就诊，患者因为疾病疼痛反复发作等原因会出

现一些心理焦虑、敏感甚至烦躁等负面情绪，这

就需要出诊护士积极识别患者的心理问题，寻找

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和治疗方法，帮助患者缓解

情绪，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配合治疗。针对一些病

情复杂、病程长、治愈慢或者效果差的患者制订

针对性的个性化指导方案，满足不同眼科患者的

健康需求，从而提高患者的遵医行为，减少并发

症的发生概率，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患者就诊满

意度。5 )在给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的同时，针对患

者眼部疾病下发图文并茂的健康教育手册，方便

患者及家属学习和记忆。

1.2.1.3  操作示范

眼 科 常 见 操 作 滴 眼 药 水 、 涂 眼 药 膏 等 的 现

场 操 作 与 讲 解 ， 还 有 一 些 视 网 膜 手 术 的 患 者 术

后 要 求 一 些 特 殊 体 位 来 达 到 辅 助 手 术 治 疗 的 效

果 ， 比 如 硅 油 填 充 手 术 的 患 者 需 要 面 向 下 体 位

使 硅 油 上 浮 填 充 裂 口 ， 封 闭 视 网 膜 裂 孔 手 术 根

据 裂 孔 的 位 置 采 取 特 殊 体 位 达 到 封 闭 的 效 果 ，

这 些 需 要 出 诊 护 士 现 场 进 行 操 作 示 范 ， 教 会 患

者正确的体位。

1.2.1.4  延续护理  
由我院延续护理服务中心协助出诊护士对眼

科护理门诊的患者建立档案定期进行电话随访，

同时建立微信群，方便患者随时进行沟通咨询，

对 患 者 眼 病 护 理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给 予 指 导 ， 提 供

科学有效的护理措施，必要时也可对行动不便的

患者进行家访，对居家护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指

导，促进早日康复。

1.2.2  质量控制

1.2.2.1  建立眼科专科护理门诊考评程序

由眼科专科护理门诊管理小组制订工作满意

度评价表，从满意度、服务意识、业务水平、学

习 与 成 长 4 个 方 面 进 行 考 核 。 满 意 度 包 括 患 者 满

意度、同行满意度、投诉情况；服务意识包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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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积极细心、出诊态度、履行岗位职责、遵守

出诊纪律情况；业务水平包括就诊患者数量、工

作质量、技能操作、文档书写情况；学习与成长

包括专科业务理论考试、护理三基考试、专业技

能操作考试、参加培训和授课情况以及科研成果

方面的情况。由护理部与门诊部每年定期组织考

评，考评结果纳入晋升、评优考核指标，并根据

考评结果对眼科专科护理门诊出诊护士资格进行

重新审核。

1.2.2.2  建立眼科专科护理门诊三级督查体系  
形成由护理部 - 眼科专科护理门诊管理小组 -

专 科 护 士 的 三 级 管 理 模 式 ， 制 订 出 诊 质 量 督 查

表，护理部制订具体实施方案，每季度对护理门

诊 的 护 理 质 量 进 行 检 查 督 导 ， 收 集 逐 级 反 馈 的

问 题 以 及 在 检 查 过 程 中 发 现 的 问 题 进 行 汇 总 整

改 ， 协 调 处 理 ， 并 评 价 实 施 的 效 果 ， 实 现 质 量

持续改进。

1.2.3  效果评价

1.2.3.1  门诊工作量统计  
统计2020年7月开设眼科专科护理门诊以来至

2022年3月共206例患者的护理门诊工作量情况。

1.2.3.2  患者满意度调查

采用自制的护理门诊满意度调查表对患者进

行 调 查 。 该 问 卷 在 参 考 相 关 文 献 [ 1 4 - 1 6 ] 的 基 础

上 结 合 我 院 实 际 出 诊 情 况 制 订 而 成 ， 内 容 包 括

就诊环境( 4个条目)、服务态度( 4个条目)、专业

水平( 3个条目)、就诊流程( 4个条目)、等待时间

(3个条目)、诊后效果(2个条目)共6项内容20个条

目 ， 每 个 条 目 按 照 L i k e r t 5 级 评 分 ， 非 常 满 意 为

5 分，比较满意为 4 分，一般满意为 3 分，不太满

意 为 2 分 ， 非 常 不 满 意 为 1 分 。 分 数 越 高 ， 满 意

度越高，满分为 1 0 0 。指定专人负责调查眼科专

科 护 理 门 诊 实 施 后 ( 2 0 2 0 年 7 月 至 2 0 2 2 年 3 月 ) 的

2 0 6 例 患 者 的 满 意 度 情 况 ， 共 发 放 问 卷 2 0 6 份 ，

收回问卷2 0 6份，有效率1 0 0 %。

1.2.3.3  同行评价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了解医生和护士

对眼科专科护理门诊实施效果的评价。访谈提纲

参考相关文献[17-18]并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制订，

遵 循 知 情 同 意 的 原 则 ， 共 访 谈 了 5 名 医 生 和 5 名

护 士 ( 副 主 任 护 师 2 名 、 主 管 护 师 3 名 ， 主 任 医 师

2 名 、 副 主 任 医 师 3 名 ) 。 医 生 访 谈 提 纲 ： 您 觉 得

眼科专科护理门诊为您解决了哪些问题？您如何

评价眼科专科护理门诊护士的工作？护士访谈提

纲：您认为眼科专科护理门诊质量如何？您对眼

科专科护理门诊有何建议？

1.2.3.4  患者健康知识知晓率调查

采用自制的健康知识知晓率调查问卷作为评

估 标 准 ， 调 查 表 内 容 包 括 疾 病 知 识 、 日 常 护 理

方法、正确用药、注意事项等，总分 1 0 0 ，超过  
9 0 分 为 知 晓 ， 健 康 知 识 知 晓 率 = 知 晓 人 数 / 总 人

数× 1 0 0 %。指定专人负责调查患者在就诊前和就

诊后的健康知识知晓率情况，共发放问卷412份，

收回问卷4 1 2份，有效率1 0 0 %。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

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门诊工作量统计  

2020年7月开设眼科专科护理门诊以来至2022
年3月，共接收专科护理门诊206例次，患者就诊

工作量统计见表1。

表1 眼科专科护理门诊工作量情况

Table 1 Ophthalmology specialist nursing outpatient 

workload

工作项目 实施情况/人次

裂隙灯检查 206

视力检查 206

眼压检查 206

健康教育 206

滴眼药水 184

涂眼药膏 184

术后特殊体位指导 38

滤过泡按摩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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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患者满意度调查  

共调查了206例在眼科专科护理门诊就诊的患

者，满意度评分见表2。

2.3  同行评价  

共访谈5名医生，结果显示：医生普遍认为，

专科护理门诊护士已经掌握了对某些单病种疾病的

诊疗方案，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基础知识，专科

护理门诊的存在能够减轻医生门诊的压力，一部分

患者被分流至专科护理门诊进行咨询，解决了患者

的问题，促进了医护合作和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共

访谈5名护士，结果显示：护士普遍认为，专科护

士拥有独立的诊室和出诊单元开展工作，其过硬的

专科护理技术和理论能很好地体现医院的医疗护理

水平。目前，我院首次开展眼科专科护理门诊，在

缺乏有效宣传的情况下，大众不知道有眼科护理门

诊的存在，也不知道护理门诊是做什么的。因此，

护士普遍建议在医院的公众号或门诊大厅对眼科专

科护理门诊进行宣传，制订相应的指引以促进眼科

专科护理门诊的发展。

2.4  患者健康知识知晓率调查

患者就诊前的健康知识知晓率为88.3%，就诊

后的健康知识知晓率为98.1%。患者就诊后的健康

知识知晓率显著高于就诊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3)。

3  讨论

随着人们眼部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越来越

多的患者重视眼睛的康复，渴望得到更多的相关

知识，而在医院的就诊中，医生往往因为就诊患

者数量多，疲于应对患者的健康咨询问题，而眼

科专科护理门诊的开展极大地弥补了这一方面的

缺憾。我院目前眼科护理门诊是与医生门诊协同

的合作模式，护理门诊时间与医生专业组出诊时

间相对应。本研究显示：眼科专科护理门诊的工

作内容包括基本眼部检查、健康教育、操作示范

等各项工作，出诊护士通过评估患者的情况进行

针对性的护理指导，细心、耐心地解答患者的问

题、普及眼健康知识，对患者进行饮食、用药、

用 眼 习 惯 等 健 康 教 育 指 导 ， 并 现 场 示 范 滴 眼 药

水、涂眼药膏等眼科基本操作，对患者特殊体位

进行指导，现场教会患者所有操作的正确方法。

对于初诊眼科护理门诊的患者，护士没有权限对

其进行诊断和治疗时，则根据患者主诉和症状进

行分诊转诊，指引患者至相关专科门诊就诊。因

此，眼科专科护理门诊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患者

的多元化需求，与临床医生工作进行了有效的互

补，当患者需要做更深入的诊疗时，出诊护士将

指引其到相应的学科进行就诊。眼科专科护理门

诊在满足患者多元化需求的同时，提升了患者的

就诊体验，就诊满意度也随之得到提高。

温秀兰等 [ 9 ]专科护理门诊显示护理门诊工作

提升了患者及家属对医院和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本研究满意度调查结果与该研究相吻合。本研究

中，就诊眼科专科护理门诊的患者满意度较好，

总分在90以上。其中，专业水平(4.81 ±0.44)和诊

表2 患者对眼科专科护理门诊工作的满意度评分(n=206)

Table 2 Patient satisfaction scores with ophthalmology 

specialist nursing outpatient work (n=206)

项目 分数

就诊环境 4.51±0.63

服务态度 4.53±0.61

专业水平 4.81±0.44

就诊流程 4.27±0.73

等待时间 4.31±0.76

诊后效果 4.74±0.51

总分 90.05±5.18

表3 患者就诊前后健康知识知晓率比较(n=206)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awareness rate of health 

knowledge before and after the patient’s visit (n=206)

组别 健康知识知晓/[例(%)]

就诊前 182 (88.3)

就诊后 202 (98.1)

χ2 15.327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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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效果(4.74±0.51)的评分较高，说明患者对出诊

护士的专科知识是认同的，对就诊后的效果也是

非常满意的。我院目前出诊的2名眼科专科护士均

具有1 0年以上丰富的眼科临床护理工作经验，是

眼科护理业务骨干，具备过硬的眼科护理操作技

术水平和理论知识，通过护理部的严格审核、考

核才成为出诊护士。因此，我院的眼科专科护理

门诊充分利用了优秀的护理资源，根据患者的需

求提供了专业化的护理服务与健康教育指导，使

患者的问题及时得到解决，获得患者较高的满意

度。而就诊流程(4.27±0.73)和等待时间(4.31±0.76)
的评分偏低，说明患者对眼科专科护理门诊的就

诊流程和等待时间相对欠满意。目前我院护理门

诊遵循挂号→分诊→就诊的流程。本研究对护士

的访谈结果显示：由于宣传不到位，指引、流程

不清晰，很多患者不知道护理门诊的职责以及是

否需要挂号，因此很多患者刚来时都没有挂护理

门诊，等在医生诊室就诊时才知道还可以挂护理

门诊。患者等待时间长可能是由于目前我院能出

诊的专科护士虽然有2名，但2021年有1名出诊护

士休产假，另 1 名护士 2 0 2 1 年才通过护理部审核

加入护理门诊队伍，实际上这2年大部分时间只有

1 名出诊护士，单元门诊号源量只有 1 5 个，诊室

内系统无挂号和加号功能，而且目前我院护理门

诊是免费挂号，部分患者因为嫌麻烦直接不挂号

从医生诊室过来看，这些患者不会显示在护理门

诊就诊系统内。以上种种原因导致患者等待时间

长，影响了患者的满意度，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护

理门诊的宣传力度，增设诊室的挂号功能，改善

就诊流程。

本 研 究 共 访 谈 了 5 名 医 生 ， 均 认 为 眼 科 护 理

门诊与医生有效互补，减轻了医生的工作压力与

负担，使医生更专注于患者病情的诊断和治疗，

也 提 高 了 护 士 的 专 业 价 值 感 ， 得 到 了 医 生 的 认

可 。 访 谈 的 5 名 护 士 则 认 为 专 门 的 出 诊 诊 室 和 专

业的护理技术更好地发挥了专科护理的优势和长

处，能使护士更好地服务于患者。专科出诊护士

在患者和同行的认可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感，促

使 其 更 加 热 忱 地 投 入 于 工 作 ， 更 有 效 地 将 所 学

知识应用到临床护理中，进一步发展延续护理服

务 ， 促 进 专 科 护 理 事 业 向 积 极 的 方 向 发 展 。 因

此，专科护理门诊护士通过独立接待服务对象，

评估患者存在的护理问题，针对患者健康问题提

供个性化的护理服务和专业化的健康管理，在这

个过程中能体现护士的专业价值，提升其自我效

能感，施展专业才华，有助于护士的自我目标实

现 [19]。高岩等 [10]的研究也显示通过专科护理门诊

平台，专科护士能将自己专科领域所具备的知识

技术学以致用，自身价值得到体现。

Krutideepa等[20]在抗精神疾病护理门诊研究中

显示，通过提供个性化定制的护理咨询增长了患

者的健康知识，从而有效改善患者不健康的生活

方式，有利于疾病康复。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

在护理门诊就诊后，健康知识知晓率也得到显著

提高。护士在护理门诊与患者进行交流与互动，

从实际上解决患者如何滴眼药水、点眼药膏、体

位处置等问题，通过面对面地讲解示范，对患者

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有效提升了患者正确

用药、正确护理等方面的认知程度。在当今“健

康中国”的战略背景下，眼科护理门诊向患者提

供了眼健康知识，结合患者个体化差异有针对性

地解决实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患者的眼

部健康知识的知晓率。

本 研 究 显 示 眼 科 专 科 护 理 门 诊 能 够 满 足 眼

科患者多元化需求，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一种高

级护理实践的新形式，专科护士配合医生促进患

者全程康复，护士的专业价值得以实现。目前，

我院首次开展眼科专科护理门诊，存在护理门诊

收费未完善、专科护士无处方权、社会知晓率低

等问题，影响了眼科专科护理门诊的开展和患者

的满意度。本研究样本量有限，所获取的样本只

是挂号系统内的就诊人数，因为诊室内无挂号系

统和不收取挂号费等种种原因，部分患者未挂号

而看诊，导致专科门诊护士的部分工作量不能体

现。我们将开展眼科护理门诊现状调查，进一步

加大护理门诊宣传力度，完善收费制度，优化就

诊流程，实行就诊预约模式，相关职能部门加大

监督和支持力度，促进专科护理工作的发展，提

升护理服务质量，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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