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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对糖尿病足患者采用延续性护理的方式对其进行足部护理知识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探究，进行整体效果的探讨。方法：选
取参与本次治疗的患者，其就诊时间在 2017 年 1 月到 12 月，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式，其中共计患者 54 例进行随机分组，将其分为一般组
和观察组，对于一般来说采用常规护理方式，对于观察组来说采用连续性护理方式。结果：通过对一般组和观察组足部护理能力和自我管
理能力评分，观察组的评分优于一般组。通过对一般组和观察组临床满意度对比，其中一般组的满意率高于观察组。结论：采用延续性护
理方式对于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足部护理能力提升具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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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作为糖尿病患者的一种常见慢性病症[1]，如果不进行及

时有效治疗，一定程度上会使患者局部功能受到影响，致残率较高。
同时糖尿病足患者治疗困难，因此应进行预防，以此来提升整体的
治理效果，通过优质的临床护理可以帮患者进行自身病症的了解，
但由于在患者出院后护理过程中断，因此患者后期无法获得更好护
理。本文通过对延续性护理进行分析，随后了解其对糖尿病患者足
部护理的了解程度和自我管理能力，随后进行整体效果的探究。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参与本次治疗的患者，其就诊时间在 2017 年 1 月到 12 月，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式，其中共计患者 54 例进行随机分组，将其
分为一般组和观察组，均符合当前临床诊断标准，无误诊病例。一
般组患者 27 例，观察组患者 27 例。一般组患者年龄下 52 岁到 74
岁之间，病程为 3~8 年，其平均病程为 5.24±2.12 年。观察组中患
者年龄在 52 岁到 76 岁之间，病程为 3~9 年，平均病程为 5.84±2.24
年。通过对两组患者进行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1.2 方法 

1.2.1 一般组护理方式 
对于一般来说采用常规护理方式。 
1.2.2 观察组护理方式 
对于观察组来说，采用延续性护理的方式[2]。通过抽调临床经

验丰富的高年资护士和主管护士进行护理小组的组成，确保小组成
员具备良好的亲和力和沟通能力，同时对于延续性护理具有充分了
解。对于小组组长来说，应对整体工作进行统筹管理，其主管护士
应对其延续性护理进行有效执行，在出院后进行健康指导和护理评
估，具体管理措施如下。 

1. 患者出院后应进行电话随访，随后并持续一周一次的随
访，如果患者自身存在不适应情况应主动加以指导并增加电话回访
次数，直至患者不适消失。 

2. 在患者出院后 1~3 个月之内，应通过电话预约方式要求
患者进行复诊，通过对连续护理的相关内容进行执行并予以评估[2]，
对于其错误行为进行纠正，对于门诊复诊的次数来说，应根据患者
具体病情酌情表现，从而保证患者的不适现象得以解决。 

3. 可以按照 15 天一次的频率进行上门访视，通过和患者
进行电话沟通以此来预约时间。 

4. 在延续性护理过程中，应注意对于患者自身病情相关知
识的普及，除此之外还要进行血糖监测、健康指导和饮食指导[3]，
并鼓励患者进行社会活动的参加，在提升自身身体素质的同时，确
保患者对相关知识熟悉度的提升。 

5. 可以采用网络通讯工具，例如微信微信群等和患者保持
联系，对于演延续性护理小组来说应提供在线答疑，根据根据患者
实际情况进行电话回访或登门访视。 
1.3 观察指标。 

在随访三个月后才采用评价量表对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
足部护理能力进行评价，随后对患者的满意度进行评分。 
2.结果 

2.1 通过对一般组和观察组足部护理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评
分，观察组的评分优于一般组。 

表 1.一般组和观察组足部护理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评分 
组别 例数足部护理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一般组 27  71.36±3.56 72.58±3.64 
观察组 27  83.24±3.46 88.62±2.37 

2.2 通过对一般组和观察组临床满意度对比，其中一般组的满
意率高于观察组。 

表 2.一般组和观察组临床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一般组 27 13（48.14） 8（29.63） 6（22.22） 
观察组 27 16（59.26） 9（33.33） 2（7.41） 

3.讨论 
延续性护理作为现阶段一种新型护理理念[3]，主要是护理人员

在患者出院后，通过借助电话登门方式等途径为患者提供健康指
导，在答疑解惑和心理干预的同时，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从
而促进患者管理质量的提升。在现阶段糖尿病足高危患者中，通过
对延续性护理进行运用，能够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服务，在养成正确
生活习惯的同时，避免由于生活习惯不良引起的血糖波动，同时延
续性护理一定程度上还能为患者提供心理干预，从而进行不良心理
的缓解，帮助患者进行信心的树立，提升整体依从性。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在接受延续性护理后，其自我管理
能力以及足部护理能力和护理满意度均优于一般组。根据相关数据表
明，延续性护理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糖尿病足高危患者的足部护理能
力。通过帮助患者养成自我管理习惯具有一定的效果。在此过程中医
护人员要提升自身的素质，在与患者保持良好沟通的同时，维持友善
的医患关系，确保能够掌握患者的病情以及实际情况，以此来发挥延
续性护理的作用，并提升患者的足部护理和自我管理能力。 

和常规护理措施相比，延续性护理主要是通过对糖尿病高危患
者出院后进行实际情况的考察，并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
护理措施，从而能够确保高效优质的服务，以此来提升，糖尿病足
患者的生活质量。他说在现在来看，糖尿病在临床上较为常见，对
于患者的运动能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时还会造成生活质量的显
著降低，因此要通过进行延续性护理。采用电话邮箱[3]以及上门随
访方式，为患者提供持续性的护理服务，根据各种疑问进行解答，
确保患者护理效果的提升并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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