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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连续护理干预在 2 型糖尿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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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饮食连续护理干预在 2 型糖尿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观察。方法：选择 94 例因 2 型糖尿病就诊于本院的病人进行调查与分析，

本次调查时间在 2019.05-2020.06。根据随机形式将病人分为 2 组，每组均分得 47 例。对比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研究组则采用饮食连续护

理干预模式。分析两组最终护理结果。结果：对比组病人空腹血糖水平、餐后 2h 血糖水平均高于研究组，两组差异明显，P 值<0.05。结论：

在 2 型糖尿病病人护理中，饮食连续护理干预应作为首选，此方案应用效果理想，可有效的改善病人血糖水平，此方案值得临床应用与普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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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在临床治疗中属于常见而高发疾病，此疾病是一种慢性

疾病。糖尿病疾病十分特殊，就现下情况来讲，此疾病并无根治的

方法，只能通过药物维持治疗[1]。糖尿病是一种以异常血糖升高为

表现的疾病，此疾病为进展性疾病，随着疾病的进展，会诱发各种

并发症，同时会给肾、心脏、血管、神经造成损害[2]。由于糖尿病

比较特殊，因此除针对性治疗外，还应辅以有效的护理干预，我科

室为了提升护理质量，采用了 2 种不同的护理模式，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94 例因 2 型糖尿病就诊于本院的病人进行调查与分析，

本次调查时间在 2019.05-2020.06。根据随机形式将病人分为 2 组，

每组均分得 47 例。对比组：男性与女性病人分别为 24 例与 23 例，

年龄在 39 岁至 72 岁，中位年龄在 55.01 岁。研究组：男性与女性

病人分别为 23 例与 24 例，年龄在 40 岁至 73 岁，中位年龄在 55.12

岁。2 组病人之间的一般资料经对比结果证实，并无差异，P 值>0.05。 

1.2 方法 

对比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 

研究组则采用饮食连续护理干预模式，（1）健康评估：根据病

人实际情况，建立评估档案，其中包含病人文化程度、年龄、性别、

姓名、工作性质、体重、腰围、臀围、饮食习惯、劳动强度、职业

等，根据病人身体情况及饮食习惯对病人实施饮食护理；（2）饮食

护理：遵照“适合三高一”的原则，则为：日常饮食中：碳水化合

物、蛋白质、维生素的摄入含量要高、脂肪摄入含量要低，这种饮

食方案可以保证病人身体每日所需的热量，但又能够控制每日摄入

的热量，病人每所摄入的热量要控制在既能维持体重又在合理范围

内，又要将其控制在降低病人体内蛋白质的消耗范围内，为病人建

立合理的营养方案，主要控制病人每日米饭、高糖分食物、肥肉、

动物内脏类食物摄入量，如果病人存在肝硬化现象，将停止食用蛋

白质，从而避免病人出现肝性脑病，如果病人为肝源性糖尿病，要

多食用牛奶、鱼、虾、瘦肉、豆制品等食物。 

1.3 观察指标 

分析护理结果。分析病人血糖水平变化，从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水平进行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软件（22.0 版本），计数资料（率）行χ2 检验，计

量资料（ sx ± ）行 t 检验，P<0.05 时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对比组：病人空腹血糖水平为 7.9±1.7mmol、餐后 2h 血糖水

平为 12.9±3.9mmol；研究组：病人空腹血糖水平为 6.5±1.1mmol、

餐后 2h 血糖水平为 9.9±2.8mmol，对比组病人空腹血糖水平、餐

后 2h 血糖水平均高于研究组，两组差异明显，P 值<0.05。 

3 讨论 

糖尿病在临床治疗中属于常见而高发疾病，此疾病具备发病率

高的特点，根据笔者收集与统计临床不完全资料结果证实，近些年

糖尿病发生率呈逐年增高趋势[3]。糖尿病是一种以血糖异常增高的

慢性疾病，此疾病并无根治的方式，只能通过药物控制血糖水平进

而改善临床症状[4]。糖尿病为进展性疾病，随着疾病的进展，会给

病人身体各个器官造成直接的影响与损害，进而诱发各种并发症。

糖尿病为终身性疾病，病人需要终身服药，因此降低了治疗依从性，

给临床治疗增加了难度，直接影响了预后[5]。为了改善与提升治疗

效果，我科室辅以了有效的护理干预。在以往护理中，常用护理模

式为传统常规护理，虽然这种护理方式有效，但效果一般。为了提

升护理质量，我科室采用了饮食连续护理干预方案。饮食连续护理

干预属于新型护理方式的一种，这种护理方式能够结合病人身体状

况及饮食习惯和偏好对病人进行科学、合理的饮食护理，此护理在

实施过程中充分的考虑到病人饮食偏好和习惯，使病人更加容易接

受和坚持，出院后能够坚持使用健康饮食方案，且效果良好。 

本文证实：对比组病人空腹血糖水平、餐后 2h 血糖水平均高

于研究组，两组差异明显，P 值<0.05，由此结果可以证实研究组所

采用的护理方式更佳，可提升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在 2 型糖尿病病人护理中，饮食连续护理干预应作

为首选，此方案应用效果理想，可有效的改善病人血糖水平，此方

案值得临床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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