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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计划的创新性教学与设计
以 1 型糖尿病儿童健康管理干预方式综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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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健康管理计划是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知识和技能之一。健康管理计划的设计与策划需要结合对象人群的人口学特征，

掌握相关政策法规，搜集并整合对象人群的最新循证证据，结合新的“生理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发现和挖掘每个层面的问

题和需求，综合考虑各个计划之间的结果利弊，尽可能选择能够以最新成本实现最大健康收益的计划。本文以 1 型糖尿病儿童健

康管理干预方式的综述为例，体现健康管理计划的决策路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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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一）人口学特征

糖 尿 病 是 21 世 纪 全 球 范 围 中 发 展 最 快、 最 常 见、 最

严 重 的 健 康 问 题 之 一， 已 被 列 入 世 界 卫 生 组 织（WHO）

全球检测框架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全球行动计划

的具体目标。WHO 对糖尿病的分型诊断方案按病因学划

分为四种：1 型糖尿病、2 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其

他类型糖尿病。其中 1 型糖尿病以青少年为主。国际糖尿

病联盟（IDF）2019 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目前糖

尿病患者中成人有 4.63 亿，并特别指出 20 岁以下患有 1

型糖尿病（ Type I Diabetes Mellitus，T1DM）的儿童和

青少年有 110 万人。

（二）流行病学特征

糖尿病也是中国居民主要死亡和疾病负担的 NCD 四大疾

病之一，被纳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的主要行

动指标。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成人

患者达 1.16 亿人，20 岁以下的 1 型糖尿病儿童和青少年达 5.7

万人。1 型糖尿病是我国儿童青少年慢性代谢性疾病中最普遍、

最严重的一种疾病。2018 年中国全年龄人群 1 型糖尿病的研

究结果显示，中国全年龄段 1 型糖尿病发病率为 1.01/10 万人，

其中 0~14 岁、15~29 岁、30 岁以上人群发病率分别为 1.93/10

万、1.28/10 万、0.69/10 万。近年来 T1DM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年增长率为 9%；在地区方面，城市发病率约为农村的 1.82 倍；

在性别方面，女孩发病率高于男孩。在病程进展和疾病结果方

面，儿童时期发生型糖尿病的危险性远高于同一时期其他严重

的慢性疾病。

基于以上流行病学数据信息和国际国家政策文件指引，近

年来国内外开始逐渐关注糖尿病儿童青少年群体。

二、国内医疗相关的研究综述与最新趋势

（一）文献计量学结果

目前我国有关儿童青少年 1 型糖尿病的研究进展以疾病为

中心，文献计量学结果显示：95% 的研究集中在 T1DM 的基础

发病机制和临床医学治疗两大方面。至今国内对 1 型糖尿病的

发病机制还没有确切的表达，也没有统一的诊断标准，研究内

容主要涉及免疫反应过程、遗传基因相关性、环境风险因素。

医学治疗主要关注症状指标、治疗技术、护理控制手段。

（二）文献内容比较结果

多份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患者的糖尿病血糖控

制结果不容乐观，我国青少年糖化血红蛋白控制水平相比其他

国家情况更糟。对此，国内开始并发展“注射 - 监测 - 饮食 -

运动 - 教育”五驾马车进行综合管理的医学模式，利用现代

通讯科技，首先基于患儿的医疗需求，开发了诸如“糖宝随访

App”“糖卫士”等手机应用程序 App，实现了住院患儿的延

续护理，证明了应用程序 App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患儿更好地

管控血糖、提高治疗依从性。

三、国内心理与社会相关研究综述和最新趋势

（一）T1DM 儿童自身面临的困境

国内少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1 型糖尿病儿童青少年不仅

存在医学疾病上的难题，心理情绪问题和社会支持环境也亟待

关注。微观个人层面，焦虑、恐惧、急躁、抑郁等应激反应和

情绪不仅加剧了病情，更在信息接收、记忆、学习、思维判断

的准确性上造成了影响。中观家庭层面，亲子关系和社会交往

在患儿疾病适应过程水平中起到重要作用，减轻照顾者负担、

提高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水平有利于血糖控制。

（二）T1DM 儿童面临的社会困境

从宏观社会环境来看，糖尿病态度、期待和需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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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2）中，19.1% 的中国糖尿病患者及其家庭反映，因

患糖尿病而遭受歧视。基于临床观察，中国 1 型糖尿病患者遭

受的歧视程度远比２型糖尿病更严重。由于 1 型糖尿病患者发

病时普遍处于求学阶段，年纪较轻，普遍会经历求学、求职、

婚恋、生育等多方面隐形困境。相比社会传播对 2 型糖尿病的

科普宣传和关注，1 型糖尿病受到的社会关注度较低，人们普

遍对糖尿病分型不了解。一项青少年校本经历（school-based 

experience）研究结果表明，国内部分地区患有 T1DM 的青少

年在学校中难以实现和平衡糖尿病的自我管理。教师对 T1DM

的无知和误解，导致了教师对应急管理缺乏信心，过度限制和

干涉学生参加学校活动和进行自我管理，甚至学生的正当自我

管理行为会被当作借口。多数 T1DM 学生反映并没能从学校卫

生护理老师那里获得及时的支持和帮助。T1DM 儿童青少年对

自己疾病本身的了解和学习主要是通过家长。

四、国外发展脉络与前沿趋势

（一）国际环境与政策

早在 1986 年，美国学者 Pollock 建立的慢性疾病适应模型

（Adaptation to Chronic Illness Model）就体现了儿童青少年时期

适应慢性疾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提出了个人和家庭特征、

心理社会反应、个人和家庭的反应 3 个因素均影响儿童青少年

T1DM 患者疾病的适应结局（代谢控制和生活质量）。WHO

和 IDF 自 1991 年起，将每年的 11 月 14 日定为“世界糖尿病

日”，在 2006 年联合国决议通过将其升格为“联合国糖尿病日”，

要求所有会员国和相关组织团体将糖尿病的预防控制须提升为

政府行为。

（二）国际有效干预策略前沿

IFD 和国际儿童青少年糖尿病协会（ISPAD）在 2016 年

联 合 启 动 了 一 项 名 为“KiDS”（KiDS and Diabetes in Schools 

program）的专项行动计划，旨在提高在校师生对糖尿病的认

识、减少对糖尿病儿童的歧视、提高儿童的校园生活品质，帮

助教师将糖尿病和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教学。在印度开展的

KiDS 专项行动结果显示，KiDS 专委会设计和绘制的简明插图

信息包对教师、所有学生（无论是否患有糖尿病）、学生家长，

都起到了显著积极的科普效果。比利时的研究团队表示，由于

KiDS 提供了七种语言版本，作为世界上目前首个促进学校环

境了解糖尿病的国际工具，值得在更多国家地区去使用和对比。

 国外的学者们希望通过综述来寻求“最优解”，目前为

止的多项证据指向了：强烈建议家庭、校方、健康提供者的协

同联合。学校老师应提供持续且可及的帮助。尽管一些校本干

预研究着重于教育或者的结构性的干预，T1DM 患儿在学校的

自我管理仍旧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大挑战，并提出了跟踪和理解

最新技术和精准化干预上目前仍是一片空白。

五、结语

综合国内外的 1 型糖尿病儿童健康管理干预方式可知：生

理 - 心理 - 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是面向 1 型糖尿病儿童的有效

健康管理模式和基础，打造儿童友好型健康管理干预方式需要

更多关注以校为本的环境营造，采用适宜儿童的表达方式从而

达到更好的健康信息传递和健康行为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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