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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的应用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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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在患有糖尿病的患者中采用 Triangle分层分级管理结合 LEARNS模式开展护理管理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 2022年 3月至 2023年 3月该时间段本院接收的患有 2型糖尿病的患者 120例，为进一步观察 Triangle分层分

级管理结合 LEARNS模式在该类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将选取的患者分为甲乙两组，分别采用常规护理门诊随访的方式和

Triangle分层分级管理结合 LEARNS模式展开护理研究，观察不同护理方式在该类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结果：研究显示，

采用 Triangle分层分级管理结合 LEARNS模式护理的乙组患者，在护理三个月和六个月的时间，其 HbAlc的分组分别低于
甲组患者，且两组患者数据存在显著差异；乙组患者在干预三个月及六个月时，其自我管理行为量表的得分分别高于甲组

患者，且两组患者研究数据勋在的差异显著；乙组患者在护理后的依从性和满意度均高于甲组患者，且两组患者的数据具

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患有糖尿病的患者采用 Triangle分层分级管理结合 LEARNS模式展开相应的护理管理，对于患者

各方面数据的改善、满意度及依从性的提升均有显著临床效果，值得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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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riangle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LEARNING Mode in 
Diabetic Nursing Management
Chenyang Chao
Jiangs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angsu Nanjing 210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icacy of Triangle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LEARNS model on 
nursing management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type-2 diabet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2 to March 2023 were selected. In order to further obser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riangle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learning mode in these patients, the select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and Triangle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LEARNS mode were used to carry 
out nursing research, and the application efficacy of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in these patients was observed. Results: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Triangle stratified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LEARNING mode of care had 
lower HbAlc group than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3 months and 6 months of care,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atient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three and six months of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scal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earch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nursing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nd th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Using Triangle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LEARNS mode to carry out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management for patients with diabetes can improve the data, 
satisfaction and compliance.
Keywords: Triangle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LEARNS model; Diabetes; Nursing Management; Application efficacy

随着对糖尿病的深入和临床药理的快速发展，糖尿病

的治疗方案层出不穷，为糖尿病的防治带来了新的契机。

因此，对糖尿病病人进行有效的自身健康管理，对于有效

地控制其血糖、防止其发生、降低其治疗费用具有重要

意义 [1]。有调查表明，糖尿病病人的自控能力并不理想。

Triangle等级是针对病人的病情和需求，把病人分成了不同

的危险等级。LEARNS模式具体指的是：倾听（listen）、

建立（establish）、应用（adopt）、提高（reinfore）、反
馈教学（name）、强化（strengthen）。 LEARNS模式是

将糖尿病健康教育与患者的需要相结合，从而激发他们的

主观能动性，以患者为中心的学习模式。本文将此模型与 

Triangle的分级管理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对 2型糖尿病病

人的就诊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详

细研究内容如下所示：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22年 3月至 2023年 3月该时间段本院接收的

患有 2型糖尿病的患者 120例，将选取的患者采用随机分

组的方式分为甲乙两组，甲组患者人数为 60例，患者男女

比例为 1:1，19-65（45.16±3.06）岁；甲组患者人数为 6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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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男女比例为 1:1，18-63（42.03±2.66）岁；所选患者基
本情况均符合本次研究要求，且患者基本资料之间存在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方法
本探究属于试验性的研究。(1)基础数据的采集。记录

患者的姓名、年龄、身高、体质量、空腹血糖（FPG）和

2 hPG 、糖化血红蛋白（HbAlc）、病程、家族史、用药等
一般情况；对最近一星期内出现的低血糖、急性并发症及

心脑血管疾病进行评价。(2)采用的是实验方法。①对病人

"Triangle分层分级管理 ”理论，经过我院有关专家组的商议，

按照病人的总体状况，经本次研究的小组对其进行一致讨

论，根据患者的庆康对管理方案。如果患者是新发糖尿病，

那么以患者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及低血糖和并发症

等发生情况为依据，展开对患者进行评估，而每一层次的

评估方法只要患者符合上述任意一条标准就可以了。在病

人状况达到多层次时，以其最大层次为标准，参考关于糖

尿病的分层和随访方法，建立了该人群的分层和随访体系。

② Learns的健康教育模型。首先， L （倾听）：根据病人

的陈述来评价病人，理解病人的需要。其次， E （建立）：

通过与病人亲切交流，对病人进行综合评价，区别于传统

的治疗，更多地了解病人对治疗的认识意图。第三， A （应用）

与 R （提高）：引导病人运用信息化手段，例如将自己的

血糖水平、日常生活中的饮食、锻炼、血糖等，并在医生

的终端上进行及时的反馈，对病人做出及时的评估。鼓励

病人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 [2]。第四、N-（反馈教学）：

一改过去由护理人员为主的不足，加强与病人的交流。在

进行电话追踪的时候，要向患者询问关于药物、低血糖以

及与糖尿病足有关的信息，并询问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能

否一直保持着糖尿病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并设想不同情境

下病人的应对方式，例如在聚会上怎样恰当地进食？最终， 

S （强化）：对于那些被患者忘记或者不明确的知识点，

展开一种对其进行加强的解释，并在随访记录中加以标记，

在后续的追踪过程中，可以在询问的过程中，强化了解患

者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3]。③对患者实施干预的具体措施。a.甲
组。通过对病人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评价，为病人制定

个体化的饮食、运动和血糖监控计划。根据诊治的方式，

对病人说明了口服液、注射剂的用法和贮存。并对病人进

行了低血糖的防治，以及糖尿病足的自我检查。为病人提

供了多种方式的宣传资料，例如：健康教育小册子、电子

条形码等，并针对病人的精神状况进行了针对性的心理疏

导。在第一次随访之后，每个月一次的随访。内容涵盖了

饮食，运动，血糖监测，以及一些常见的问题。根据病人

的个体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 [4]。b.乙组。为初次就医
的病人，制定相应的护理跟踪记录，有目标地进行护理指导。

应用 LEARNS系统对病人进行了健康教育，并对病人进行

了分层管理，并与病人进行了预约，以确保病人的回访效果。

于后续追踪与评价阶段，针对不同阶段之病人实施不同阶

段之介入，并针对病人所面临之现实问题，提供相关之生

活技能指引 [5]。

1.3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对患者干预前以及干预后三个月和六个月时

的血糖水平、自我管理能力、依从性及满意度进行汇总和

比较。

1.4统计学方法
在这一次的观察和研究中，笔者使用了 SPSS25.0作为

数据统计分析工具，通过 t检验对比两组护理后的差异，

并明确两组之间差异的显著性，以从数据层面获得有效的

量化解释，以验证 Triangle分层分级管理结合 LEARNS模

式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2 2 结果结果

2.1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化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在护理前生化指标数据之间存在的差异较小，

在护理后三个月和六个月后，乙组患者的生化指标的改善

程度均优于甲组患者，且 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化指标比较（x±s）

组别 例数

FPG（mmol/L） 2hPG（mmol/L） HbAlc（%）

干预前
干预后三

个月

干预后六

个月
干预前

干预后三

个月

干预后六个

月
干预前

干预后三个

月

干预后六个

月

甲组 60 9.89±2.03 6.59±1.22 7.05±1.05 15.31±2.06 9.59±1.65 10.59±2.34 9.12±1.87 6.59±0.59 6.58±0.76

乙组 60 9.87±2.03 5.89±0.98 6.08±0.55 15.32±3.25 8.41±1.26 8.59±1.06 9.23±1.59 6.15±0.54 6.39±0.43
T - 5.662 8.060 1.003 0.954 10.251 2.008 5.421 2.068 9.994
P - 0.025 0.061 0.008 0.034 0.091 0.002 0.016 0.034 0.005

2.2两组患者满意度及依从性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后，乙组患者满意度及依从性均高于甲

组患者，且 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满意度及依从性比较（例 /%）

组别 例数 满意度 依从性

甲组 60 36（60.00） 35（58.33）
乙组 60 58（96.67） 56（93.33）

T - 5.321 2.064
P - 0.016 0.037

3 3 结论结论

（1）Triangle “分成分级管理 ”就是按照病人的风险

进行分层，有针对性地给病人进行不同比例的专业治疗和

授权管理 [6]。这种治疗方式在糖尿病、高血压和肾功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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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病人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LEARNS的研究方法需要

重视将有关患者所需的健康知识与其具体的实际需求相结

合。国内外的一些实验结果都证明，这种管理模式能够使

患者按照自身的需要，积极地开展有效的学习，从而提升

患者的自主管理水平 [7]。基于此，本研究拟采用 Triangle

层次化和 LEARNS模型，对 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不同层次、

不同次数的干预。干预后的结果显示，乙组患者 HbAle、
FPG2 hPG、HPG均有显示改善，且改善效果优于甲组患者
（P<0.01)。

（2）将 LEARNS模型与 Triangle分成分级管理的方

式相结合，可以有效地改善 Triangle模型在不同水平上

对 T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自我管理水平。结果发现，经治

疗后，乙组患者在自我管理方面的表现明显优于甲组患者

（P<0.05)；对低危层患者进行最大程度的授权管理，激
励这一层患者自主发现在生活和工作中对血糖控制有不利

影响的方面，主动主动地去寻找对其进行处理的方法。 

LEARNS模式有 N （反馈教学）和 S （强化）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让患者有充足的时间去理解自己的生活

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找到在糖尿病控制过程中存在的障碍。

（3）应用 LEARNS模型， Triangle的分成分级的管

理方法，改善了不同层次 2型糖尿病病人的治疗效果及对

疾病的满意程度。在对其展开相应的管理后，乙组的治疗

依从率明显提高（P<0.05）。2种模式相结合，能有效缓解

病人的放松情绪，减少对低危险层病人的过于频繁的随访，

通过采用不同阶段随访的方式，使病人的自我管理能力得

到提升（P<0.05）和（P<0.01)，这一点与以往的研究成果
相一致。LEARNS模式能确保专业护理人员对病人的要求

进行针对性的解释、针对性的随访，从而有效地改善病人

的对治疗及管理的依从性及满意度。

本次研究的结果显示，运用 Triangle分层分级管理和 

LEARNS模式，可以有效地对病人进行治疗和指导。在进

行 3~6个月的干预治疗后，可以提升各个层级 2型糖尿病

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患者的依从性，进而可以对患者的

血糖进行有效地改善，并提升患者的满意度。但因住院患

者就诊时间限制，样本采集范围较小，未来需多中心扩大

样本范围，并进行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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