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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分析多元化健康教育对眼科日间手术患者术前自我准备能力的影响。方法：此次研究对象选

择我院2024年1月至2024年4月期间收治的眼科日常手术患者40例，根据掷硬币分组法分为两组，包含

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多元化健康教育)，各31例。对比分析两组术前准备缺陷与手术开展情况、

手术相关知识知晓度与手术自我准备能力。结果：观察组术前准确缺陷率、手术延迟率、手术取消率均

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手术相关知识知晓度与手术自我准备能力均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

多元化健康教育能够显著改善眼科日间手术患者术前的自我准备状况，减少术前准备缺陷的发生，降低

手术延迟率和取消率，同时提高患者对手术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进而提升患者的手术自我准备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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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diversified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pre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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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preparation of patients undergoing ophthalmic day surgery. Methods: The study subjects were 
40 patients with daily ophthalmic surgery from January 2024 to April 2024,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cluding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care), observation group (diversified health 
education), and 31 cases each.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defects and operation performance, operation-related knowledge awareness and operation self-
preparation abi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preoperative accuracy defect rate, delay 
rate and cancella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urgical knowledge and self-preparation abili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Diversified health edu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eoperative self-preparation of patients undergoing ophthalmic day surger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defects, reduce the operation delay rate and cancella-
tion rate, improve patients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surgical knowledge, and then improve 
patients” self-preparation ability for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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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医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医疗服务体系的革新，全球范围内日益普及的眼科日间手术成为一种高

效且方便的治疗方式。这种模式通过精简手术程序，使得患者能够在同一天内完成从入院、手术、术后

观察直至出院的所有步骤，从而提升了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减少了患者的经济压力，并为他们提供了更

便利的医疗服务[1]。然而，日间手术的特性要求患者在短时间内做好充足的术前准备，这需要患者具有

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健康知识水平。研究显示，完善的术前自我准备不仅能保障手术的顺利进行，减

少手术风险，还能增强患者对手术的理解，减轻手术前的紧张感，加速术后康复[2]。因此，患者的术前

自我准备能力被认为是评价日间手术服务质量、保证手术成功率和提升患者满意度的重要指标。在此背

景下，本研究计划采用多元化的健康教育方法，深入探究其对眼科日间手术患者术前自我准备能力的影

响力。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对象选择我院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4 月期间收治的眼科日常手术患者 40 例，根据掷硬币

分组法分为两组，包含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多元化健康教育)，各 20 例。对照组当中，女性 12 例，

男性 8 例；年龄 42~75 岁，平均年龄(63 ± 10.28)岁。观察组当中，女性 13 例，男性 7 例；年龄 43~74 岁，

平均年龄(62.05 ± 10.25)岁。 

2.2. 护理方法 

在标准的术前准备护理程序中，对照组的病人会接受例行的术前护理。一旦手术安排和日期确定，

眼科日间手术中心的护士会对患者进行术前准备指导，并提供相关注意事项的手册。手术当天，患者到

达医院后，由负责护士与手术室护士共同确认患者信息并执行交接手续。对于观察组，除了标准的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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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护理人员还实施了多元化的健康教育策略。建立健康教育团队，确立健康教育团队作为连接医生、

护士、患者及家属的重要桥梁，负责提供专业、全面、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服务，提升患者术前自我准备

能力，优化医疗流程，提高患者满意度。健康教育团队负责设计从患者入院到出院全周期的健康教育流

程，明确各阶段教育内容、形式、责任人，确保教育的连续性与系统性，同时针对护理人员进行规范化

评分，确保多元化健康教育的最终成效。当患者入院，护理人员会利用健康手册、专业手术视频等方式，

向他们解释手术的理论知识、疾病的原因以及术后的自我护理要点。这些资源会被放在病房或门诊走廊

的书架或电视屏幕上，以便患者和家属随时查阅，增强他们对疾病的理解，从而提高治疗的配合度。详

细收集患者的药物使用史、疾病历史、地址和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同时，他们会

指导患者或家属如何在手机应用，正确查看实验室检测结果、影像学检查等信息，使患者能实时了解自

己的病情进展、手术过程和术后应注意事项，有助于缓解他们的焦虑和恐惧情绪。为保障健康教育的针

对性，为观察组患者提供一对一健康指导，根据患者提出的问题，了解他们对健康教育的需求，并提供

相应的指导，包括解答相关知识、调整个体行为习惯以及疏导负面心理等，并联合患者共同准备眼科手

术，尽可能控制生活中的负面因素。 

2.3. 临床观察指标 

1) 护理人员将评估两组患者的术前准备完善性，以及手术是否按计划进行或出现延误。若患者的健

康教育计划中有 1 项或以上未达标，护理人员则认为术前准备存在不足。2) 护理人员将对比两组患者对

术前信息的理解程度和手术自我准备的能力。对于手术相关知识的了解，本研究运用一份眼科手术知识

问卷，包括术前用药指南、眼部护理、手术过程和须知事项，评分以百分比计算，分数越高表明患者对

术前信息的了解越全面。至于手术自我准备能力，本研究使用医院制定的手术自我准备度量表，包含 21
项指标，满分为 105 分，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的手术自我准备能力越强。 

2.4. 统计学方法 

选择 SPSS22.0 实施数据处理，计量指标选择( x s± )表示，t 检验，计数指标选择%表示，χ2 检验。 

3. 结果 

3.1. 两组术前准备缺陷与手术开展情况对比 

根据表 1 所示术前准备缺陷与手术开展情况，观察组术前准确缺陷率、手术延迟率、手术取消率均

高于对照组。 
 
Table 1. Comparison of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defects and oper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表 1. 两组术前准备缺陷与手术开展情况对比[n (%)] 

组别(n) 术前准确缺陷 手术延迟 手术取消 

对照组(20) 55.00% (11/20) 45.00% (9/20) 20.00% (4/20) 

观察组(20) 10.00% (2/20) 5.00% (1/20) 0 

χ2 9.231 11.905 4.444 

P P < 0.05 P < 0.05 P < 0.05 

3.2. 两组手术相关知识知晓度与手术自我准备能力对比 

根据表 2 所示，观察组手术相关知识知晓度与手术自我准备能力均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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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arison of surgical knowledge awareness and surgical self-preparation abi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表 2. 两组手术相关知识知晓度与手术自我准备能力对比( x s± ) 

组别(n) 手术相关知识知晓度 手术自我准备能力 

对照组(20) 82.35 ± 3.55 84.38 ± 2.11 

观察组(20) 95.13 ± 4.08 97.59 ± 1.85 

T 4.753 9.531 

P P < 0.05 P < 0.05 

4. 讨论 

近年来，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的创新推动了眼科日间手术的发展，这种快速且方便的治疗方式正逐

渐普及。它是指患者在同一天内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包括入院、手术、恢复和出院，减少了长时间住院

的需求，从而优化了医疗资源利用，降低了费用，并减轻了家庭护理的压力，特别适合于常见的如白内

障摘除、眼内注射和斜视纠正等手术。国内数据显示，眼科日间手术的比例从 2012 年的 21.33%逐年上

升，已成为了现代眼科医疗体系的关键部分。尽管这种手术方式有明显的优势，但其成功与否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患者术前的自我准备。这包括理解疾病和手术知识、心态调整、生活习惯的适应、正确用药

以及手术配合等，这些都会直接影响手术的安全性、成功率和康复速度。充分的自我准备能够使患者更

好地遵循医嘱，降低手术风险，减少住院时间，降低并发症，并提升治疗满意度。相反，准备不足可能会

导致手术推迟，增加麻醉风险，延长康复期，甚至可能影响手术效果[3]。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多元化的

健康教育作为一种创新策略，旨在评估其在增强眼科日间手术患者术前自我准备能力方面的潜力和效果

[4]。本研究通过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指导、模拟训练和互动式问答等多种健康教育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

干预，然后比较这些教育措施前后患者在心理状态、知识理解、遵医行为等方面的变化[5]。 
从研究结果来看，观察组术前准确缺陷率、手术延迟率、手术取消率均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

组手术相关知识知晓度与手术自我准备能力均高于对照组(P < 0.05)。具体来说，观察组的术前准备工作

中出现的错误或遗漏比对照组要少，说明多元化健康教育有助于患者更准确地完成术前各项准备工作。

由于患者对手术流程和要求了解得更加全面和准确，观察组的手术开始时间更符合预定计划，减少了因

患者准备不足导致的手术延期情况。多元化健康教育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地遵循医嘱，提前做好充足的身

心准备，从而降低了因患者原因不得不取消手术的情况。此外，接受多元化健康教育的患者对于即将进

行的眼科日间手术相关知识理解得更为深入，说明这一教育方式能有效地传递重要信息，增强患者对手

术的认知。而患者能够独立完成术前所需的各种准备步骤，比如药物管理、饮食控制、个人卫生等，显

示出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 
综上所述，多元化健康教育在眼科日间手术患者术前准备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优化患者准备过

程，减少并发症风险，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并增强患者对手术的配合度和满意度，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和推广价值。尽管本研究揭示了多元化健康教育对眼科日间手术患者术前自我准备能力的积极影响，但

仍存在若干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可能对研究结果的普适性、精确度及完整性产生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研究样本局限于特定地区和医疗机构，可能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医疗资源和患者特性。

此外，各医疗机构在手术操作、护理标准和教育方式上可能存在的差异，也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

性。尤其是对于地域差异显著或医疗环境特殊的眼科日间手术患者，我们需审慎地应用这些结论。因此，

有必要开展后续研究，比较线上与线下、单一与多元教育模式在提高术前自我准备方面各自的优点，以

支持教育策略的选择。在此基础上，应进行详细的术后跟踪研究，以了解多元健康教育对患者长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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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及依从性的影响，从而进行全面的效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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