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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属于代谢性疾病，在慢性疾病中较为常见，临床特征

表现为高血糖，诱发因素与胰岛素生物作用损伤和胰岛素分泌异

常有关，若患者较长时间处于高血糖会致使功能出现异常，神经

功能受到损伤，各组织也会受到损害，从而对患者生活质量和自

身健康有着不利影响[1]。因此，对糖尿病患者而言实施针对性护

理措施对血糖指标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9年2月～

2020年3月期间在我院诊疗的64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样本，观

察在在糖尿病护理中多样性护理方式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患者资料

选择从 2019 年 2 月～2020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糖尿病患者 64

例，依据随机原则将其划分研究组（n=32）和参照组（n=32）。研

究组研究样本中，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12 例，年龄介于 47

至 79 岁之间，年龄均值为（58.3 ± 1.4）岁。病程介于 2 年至 7 年

之间，病程均值为（5.9 ± 0.4）年。参照组研究样本中，男性患

者 18 例，女性患者 14 例，年龄介于 46 至 79 岁之间，年龄均值为

（58.5 ± 1.6）岁。病程介于 2 年至 8 年之间，病程均值为（6.0 ±

0.6）年。研究组和参照组糖尿病患者的相关资料，如：年龄、性

别和病程等，无明显差异性，P ＞ 0.05。

1.2 方法

参照组糖尿病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工作包括：健康教育、基

础护理,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监测。研究组糖尿病患者实施多样性护

理干预，具体内容为：①健康教育。就糖尿病患者而言，多数对

缺乏对自身疾病的认知，因此，护理人员可结合患者的文化程度

和接受能力开展健康宣教，经多样方式进行讲解，如：发放手册、

播放影像资料，社区大讲堂的设立等，加深对疾病的进一步认知，

提高认知度。宣教过程中，护理人员还需做好家属的培训及监督

工作，患者住院期间可将健康知识手册发放至患者及家属手中，

定期推送，让患者对健康知识充分掌握并主动接受。②药物护理。

护理人员需将胰岛素的使用方法、潜在的症状进行告知，若出现

低血糖和头晕等不良症状，可告知患者立即进食。注射药物期间

主动询问患者的病情状况，加强两者之间的沟通，消除患者心中

疑虑的同时减轻其心理压力[2]。③饮食指导。糖尿病患者的饮食

控制至关重要，因此护理人员可依据患者的饮食习惯和喜好将饮

食方案予以制定，饮食遵循少食多餐的原则，若患者使用胰岛素，

护理人员需告知其事先进行注射，之后再进食。日常饮食热量和

维生素需大量摄入，其他食物不得私自食用，避免血糖有较大的

波动[3]。④心理指导。患者得知自己患病后较易产生多种不良心

理，护理人员可经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患者普及糖尿病有关知识，

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及时解决患者心中的疑惑，从而使不良情

绪得以改善。另外，给予患者更多的精神支持，从而确保以最佳

心态面对疾病。⑤运动护理。通常情况下，适当运动可以使胰岛

素敏感性显著增加，对其血糖进行有效控制。因此，护理人员需

事先了解患者的血糖参数，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患者的运动方案，

包括：散步和打太极等有氧运动。另外，在运动期间需告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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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多样性护理方式在糖尿病护理中的运用意义。方法：选取2019 年 2 月～2020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诊疗的64 例糖尿

病患者作为研究样本，依据随机原则将其划分2组，设为研究组（32例）和参照组（32例）。对研究组患者开展多样性护理方式，对参照组患者

开展常规护理，对比护理后的血糖相关指标。结果：研究组患者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参照组，P＜0.05。结论：在糖尿病

护理中应用多样性护理可使患者血糖变化有效控制，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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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控制运动量，防止过度运动引发低血糖。

1.3 观察指标

对比多样化护理方式及常规护理后的血糖指标改善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通过 SPPS21.0 软件检测 64 例进行观察的样本信息，分析结

果中利用（均数±标准差）显示计量数据，及时予以 t 检验。并

将样本结果中的对比进行百分比展示，实施卡方计算，所有数据

结果中，P ＜ 0.05，统计学有意义；反之，无意义。

2  结果

分别对研究组、参照组患者实施多样性护理方式、常规护理，

对比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指标改善情况，研究组优于参照组，

数据结果经检验后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1      对比研究组和参照组患者的血糖变化水平（mmol）

3  讨论

临床对于糖尿病常选择药物治疗，通过对临床症状进行改善，

让病情发展得到控制。但是由于糖尿病治疗周期较长，患者会伴

有诸多负性情绪，加之多数患者缺乏对糖尿病的认知，使并发症

发生率增加的同时，疾病控制效果也会受到不良影响。近年来，在

临床护理工作中逐渐普及多样化护理模式，通过护理小组的构建，

结合患者制定针对性护理流程，期间对护理人员技能培训进行加

强，使护理人员的护理综合能力显著提升[4]。另外，通过对患者

开展健康宣教和心理指导，使患者对知识掌握情况进一步增强，

不良情绪也可得到有效改善。经过本文研究可知，研究组实施多

样化护理方式后，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指标改善明显优于参照

组，这一结果说明多样化护理模式的开展可有效控制患者的血糖

水平。

综上所得，在糖尿病护理中应用多样化护理模式可将血糖控

制效果显著提升，让其处于最佳状态，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可在

临床上进一步普及。

参考文献：

[1]牟俊.多样性护理方式在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

察[J].糖尿病天地,2020,17(9):268.

[2]王希.多样性护理方式在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

察[J].健康之友,2020(16):7.

[3]张燕玲.多样性护理方式在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J].糖尿病天地,

2020,17(6):217.

[4]张雪.多样性护理方式在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J].实用临床护理学

电子杂志,2020,5(26):42.

分组（n） 空腹血糖 餐后2h血糖

研究组（n=32） 7.13±0.41 8.43±0.23

参照组（n=32） 7.81±0.37 10.03±0.64

t值 6.9652 13.3088

P值 ＜0.05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