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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内分泌科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在临床

上表现为多尿、多食、多饮以及消瘦等症状，其发生机

制复杂，与胰岛素抵抗或分泌不足有关，具有迁延不愈、

病程长、并发症多的特点，并且多见于中老年人，也是

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 [1]。当前在治疗糖尿病

时，药物是常用的一种方法，但是因为大部分患者年龄

较大，其依从性不高，血糖控制效果较差，所以加强护

理干预尤为重要 [2]。既往临床上以常规护理为主，具有

一定的被动性，内容枯燥、形式单一，无法满足患者实

际需求，护理质量低下。因此，本文对持续护理改进运

用在糖尿病患者中的临床效果进行探讨，如下报道。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20 年 7 月 -2021 年 9 月期间收治的 114 例

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两组，

每 组 57 例。 对 照 组 病 程 2-12 年， 平 均（5.5±2.7） 年，

年 龄 44-77 岁， 平 均（58.6±10.4） 岁， 其 中 24 例 为 女

性、33 例为男性；对照组病程 2-13 年，平均（5.6±2.8）

年，年龄 45-78 岁，平均（58.8±10.5）岁，其中 25 例为

女性、32 例为男性。两组的病程、年龄等资料比较无差

异（P>0.05）。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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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对照组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即对患者进行简单的健康指导，

告知患者相关注意事项，严格按照医嘱要求定时定量服

药，并且监测血糖变化等。

1.2.2 观察组

观察组则运用持续护理改进措施，包括以下几点：

（1）心理护理。因为糖尿病具有较长的治疗周期，需

要定期服用药物，长时间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可以

控制血糖在正常范围内。但是疾病久治不愈，容易让患

者产生紧张、烦躁、焦虑等负面情绪，增加机体应激反

应，导致血糖波动较大。所以，护理人员要加强与患者

的交流和沟通，耐心倾听患者主诉，对患者的心理状态

进行了解，并且加强心理疏导，平复患者情绪。若患者

消极情绪比较严重，要给予针对性的安慰，指导患者通

过参加娱乐活动、看电视、听音乐等方式转移注意力，

减轻心理负担，并且多关心和鼓励患者，让患者了解到

治疗的有效性，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治疗依从性；

（2）运动护理。在对运动方案进行制定时，要将患者的

病情状况、身体素质作为基本依据，选择合适的运动方

式如打太极、慢跑以及散步等。需要注意的是，患者运

动期间，应该由护理人员或者家属陪同，一旦发现患者

出现气促、心悸等症状时，要叮嘱患者适当休息，避免

出现不良事件，并且坚持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适当增

加运动量，提升免疫力；（3）用药护理。若患者血糖控

制较差，餐前 30min，给予患者降糖药物口服，为了减

少药物不良反应，护理人员要运用简单易懂的语言，给

患者讲解药物的相关知识，包括名称、服药方法、剂量、

时间、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等，叮嘱患者

严格按照医嘱要求服药，不能擅自停药或者更改服药剂

量，确保治疗的有效性。同时，每天要对血糖水平进行

检测，要将血糖变化作为基本依据，对每天使用剂量进

行调节，使血糖控制效果提高。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干预前后，检测两组血糖水平，包括餐后 2h

血糖和空腹血糖，并且记录两组的治疗依从性、护理满

意度以及疾病知识掌握程度评分。

1.4 统计学分析

由 SPSS 20.0 软件分析数据，采用 t 检验组间计量资

料对比，以 P<0.05 表示有差异。

2.结果

2.1 两组血糖水平变化情况

两组干预前的血糖水平对比无区别（P>0.05）；观

察组干预后的空腹血糖和餐后 2h 血糖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P<0.05），如表 1。

表1　两组血糖水平比较（x±s，mmol/L）

空腹血糖 餐后 2h 血糖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n=57）
9.43±0.68 7.93±0.44 13.49±1.92 9.46±1.14

观察组

（n=57）
9.45±0.72 6.55±0.43 13.45±1.95 8.61±1.12

t 值 0.764 9.112 1.034 8.954

P 值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各项指标评分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治疗依从性、满意度以

及疾病知识掌握评分均较高，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各项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疾病知识掌

握程度
治疗依从性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n=57） 80.1±1.7 84.3±1.5 87.6±2.2

观察组（n=57） 90.6±1.3 91.4±1.8 92.4±2.5

t 值 6.845 9.112 5.745

P 值 <0.05 <0.05 <0.05

3.讨论

在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治疗中，护理是比较重要的一

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与治疗效果的提高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 [3]。持续护理改进将传统护理作为基本前提，

不断对护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明确划分护理

人员岗位职责，积极纠正和预防问题，不断提升护理技

能，也是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 [4]。从总体层面来看，持

续质量改进通过发现问题，对改进计划进行制定，实施

检查等一系列循环措施，可以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纠正，有助于患者建立良好的遵医行为，从而提高自我

护理水平 [5]。同时，加强患者的用药护理和饮食护理，

对每日糖分摄入量进行严格控制，严格按照医嘱要求，

定时定量服药，能够预防药物不良反应，提升用药安全

性 [6]。此外，对合理、科学的运动计划进行制定，可以

增强机体抵抗力和免疫力，控制病情进展。

综上所述，临床上在治疗糖尿病时，再运用持续护

理改进措施，不仅能够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降低血糖

水平，还有助于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提高护理满意度，

具有一定的推广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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