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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众多研究报道，糖尿病是遗传因素、自身免疫系统因素以及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关于糖尿病治疗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饮食疗法、运动疗法及药物疗法等方面，并在转基因治疗、胰岛素增敏效、胰岛素三维结构、糖尿病综合防

治体系及外科手术、干细胞治疗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文通过总结和归纳近年来国内关于糖尿病研究的报道，从发病机制、

诊断及治疗等方面分析糖尿病的研究进展现状.目前我国糖尿病发病率高达3.2%[1]。因此,健康教育护理对糖尿病患者长期有

效的控制好血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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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和( 或) 胰岛素生物学

作用发生障碍而引起的一种以高血糖为主要特征的代谢类

疾病，糖尿病患者需要终身接受相关治疗
［2］。随着糖尿病

发病率的逐年上升而引起的以蛋白质和脂肪代谢乱为主要

临床表现的一种常见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近年来，随着我

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口社会的老龄化、环境污染、不

良的生活方式、精神压力等因素的影响，糖尿病在我国日益

恶化。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原卫生部) 相关数据显

示，目前中国内 1. 4 亿糖尿病患者，并呈现发病 率 升 高、

患者年轻化的趋势
［3］。加强糖尿病研究体系的建设、促进

糖尿病病情防控机的建立已成为我国医学工作探讨的重要

课题。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在糖尿病发病机制、诊断方法

及治疗方案等的研究中取得了瞩目的成果，其为糖尿病的防

治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与此同时，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

干细胞技术等的发展及临床应用，有效地促进了糖尿病工作

的深入发展，形成了糖尿病研究的良好格局。现对研究报道

进行总结和归纳，探讨糖尿病的研究进展及护理。 

1 糖尿病的研究进展现状 

1.1糖尿病的发病机制 

糖尿病是以慢性高血糖为主要特征的一组内分泌代谢

性疾病，临床主要分为 3 种类型: 1 型、2 型及妊娠糖尿病，

其中 2 型糖尿病最为常见。  

1.2糖尿病的诊断 

世界卫生组织于 1980 年颁布了 1 型糖尿病的诊断标

准和分类方法，并于 1985 年对其进行修改，而后成为世界

公认的诊断 1 型糖尿病的标准和分类方法
［4］。关于 1 型

糖尿病的大型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在国内外已开展多年，但

迄今为止，尚无诊断 1 型糖尿病的金标准，临床上对 1 型

糖尿病的诊断主要依据 1985 年美国糖尿病学会和世界卫生

组织制订的标准
［5］，临床针对 1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青少年儿童患者，而针对成人 1 型糖尿病的诊断

标准的研究相对较少。 

2糖尿病的治疗 

目前关于糖尿病治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饮食疗法、运动

疗法及药物疗法等方面
［6］。 

2.1 饮食疗法 

控制饮食中糖分的摄入对糖尿病的治疗十分重要。合

理、正确的饮食疗法可以纠正糖尿病患者已发生的糖、脂肪

及蛋白质代谢紊乱，维持合适的体质量，减轻胰岛负担，防

治糖尿病的急性及慢性并发症 。 

2.2运动疗法 

规律的运动能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血糖、降低体

重,降血脂、缓解轻、中度高血压,促进血循环,改善心-肺功能,

预防骨质疏松。以步行、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跳舞、健

身操、太极拳等中等度有氧运动为主 ,每天活动 20～ 40 

min,1～ 2 次 /d,每 周至少活动 5 d。应用降糖药物或胰岛

素者应每日定时活动,肥胖者可适当增加活动次数,以便达到

较好的降糖效果。 

2.3药物疗法 

药物疗法主要是使用降糖药物使患者的血糖降低到一

个合理的范围，从而达到治疗糖尿病的目的。目前，临床上

治疗糖尿病的药物主要口服降糖药及胰岛素注射，目前，糖

尿病胰岛素治疗方式主要包括补充外源性胰岛素、改善胰岛

素抵抗、保护胰岛素 β 细胞等。注射胰岛素一般选择上臂

三角肌、大腿外侧方、前臂外侧、腹部。 推完药液停留 30s,

之后用干棉签按压片刻即可。同时,应用时应注意:(1)避免胰

岛素保存环境温度低于 2℃或高于 28℃,但必须避开阳光,以

防失效。用前轻轻摇匀,不能剧烈晃动。(2)要严格掌握注射

时间和剂量,为避免发生低血糖,注射后 20～30 min 必须进

食。(3)混合使用短效和长效胰岛素时,应遵循先抽短效,再抽

长效的顺序,以免长效胰岛素混入短效内发生反应,影响药物

疗效。(4) 胰岛素使用剂量过大、饮食失调或运动过量等因

素可致低血糖反应的发生,以 1 型糖尿病病人最为多见。要

教会病人及其家属学会观察和判断低血糖反应,必要时及时

检测血糖,达到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之目的。 对于经常

注射的部位,可出现皮下脂肪萎缩或增生,此时可造成胰岛素

吸收不良 。所以,为了达到预防注射部位组织萎缩或增生之

目的,应避免两周内在同一部位注射两次,两次注射点应在 2 

cm 以上 。注意胰岛素过敏反应,注射局部可出现瘙痒、荨

麻疹,全身性皮疹少见[7]。 

3 糖尿病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干细胞技术等的发展为糖尿

病的研究提供了桥梁，促使糖尿病这一高发疾病的研究取得

了新进展和突破。 

3.1基础研究进展 

2010 年，我国学者采用腺病毒转基因技术介导胰十二

指肠同源盒 1 和神经源性分化因子进入胰腺导管细胞和外

分泌细胞，发现这 2 种因子混合能直接诱导胰腺导管细胞和

外分泌细胞转化成胰岛素细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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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结 

早期预防糖尿病的发生以及减缓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

出现已经成为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关于糖尿病研

究体系的建设，应在进一步分析、明确各类型糖尿病发病机

制的基础上，严格规范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并积极探索糖尿

病治疗的新途径，从而形成良好的糖尿病研究格局，更好地

促进糖尿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在糖尿病的治疗上，虽

饮食疗法、运动疗法、药物疗法、血糖监测及糖尿病教育是

糖尿病现代治疗的 5 个重要手段，但随着外科手术方案、干

细胞研究方法及各种检测、分离技术的改进和完善，各种先

进的治疗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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