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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属于终身性慢性疾病，在临床上比较常见，患者需要

接受常年治疗，不断的控制血糖水平，才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但

是从目前情况看出，部分患者不能很好控制血糖水平，缺少对糖

尿病的了解，对糖尿病的注意事项并不重点关注，因此部分患者

在饮食上没有良好控制，在运动上没有长期坚持，同时部分患者

在用药上存在不规范的状况，要想改变患者的糖尿病情况，需要

加强患者对糖尿病的相关知识和注意事项的普及，促使患者重视

糖尿病带来的身体隐患[1-2]。因此本院对100 例糖尿病患者，进行

分组护理，探究全程健康教育模式在糖尿病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

果分析，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在时间 2020 年 4 月 -2021 年 4 月，入院治疗的糖尿病患

者 100 例，将糖尿病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两组，两组分别为

参照组与分析组，每组 50 例患者，参照组男性30 例，女性20 例，

患者的平均年龄（54.91 ± 4.54）岁，患者的平均病程（6.95 ±

4 .0 4 ）年，分析组男性 3 2 例，女性 1 8 例，患者的平均年龄

（55.93 ± 4.63）岁，患者的平均病程（6.51 ± 5.64）年，两组之

间的基本资料经过统计学分析与整理，P值＞0.05,具有比较研究

意义。

1.2 方法

参照组对糖尿病患者采取常规护理，护理工作人员对糖尿病

患者做好相应的指导，按照医嘱对患者进行用药护理，定时为患

者测量血糖，并指导患者基础性的运动与饮食管理。

分析组在参照组的基础上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全程健康教育模

式。（1）创建全程健康教育模式小组，由护士长担任组长，同时

挑选出专业知识良好的护理工作人员参与本次实验，了解病人的

详细病史，并通过沟通和患者的讲述，了解病人的详细资料，如

病人文化、病人性格和家庭背景等，为患者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全

程健康教育护理。（2）在患者的入院时间详细观察患者的病情，并

通过观察和患者之间讲述了解患者的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等，针

对不利于稳定血糖水平的习惯应该指导并纠正。（3）护理工作人

员将患者不利于稳定疾病的因素收集，由护士长召开知识讲座，

将收集的不利因素举例说明，如患者不可以食用高糖食物，尽量

选择高纤维和无糖食物，并且食物中含蛋白质多胆固醇少，例如

洋葱、南瓜、苦瓜等都是糖尿病患者的首选食物，患者应该积极

锻炼身体，特别在餐后半个小时，可以爬楼梯、做家务、跑步等，

同时患者要根据医嘱服药，不可自行换药或者停药，多方面注意

与锻炼身体，提高患者的身体素质。（4）在患者出院之前，护理

工作人员做出应该详细的健康指导，并可以将相关知识打印纸上，

由患者带回家，最大程度保障患者的健康情况，促使患者可以积

极健康生活。

1.3 观察指标

观察分析组与参照组患者的空腹血糖以及餐后两小时血糖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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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满意度由患者填写满意度调查问卷，分

为满意、基本满意与不满意，最高分 100 分，最低分 0 分。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4.0 系统用于处理分析本次研究生成的数据，通过

（ sx ± ）表示计量资料，并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并用 x2 检验，P 值＜ 0.05，表明统计学意义存在。

2　结果

2.1 参照组与分析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分析

   参照组患者 50 例，满意 23 例，基本满意 16 例，不满意 11

例，总体满意度为 78.00%，分析组患者 50 例，满意 31 例，基本

满意 17 例，不满意 2 例，总体满意度为 96.00%,X2=7.1618，

P=0.0074，组间差异显著 P ＜ 0.05。

2.2参照组与分析组对比患者空腹血糖和餐后两小时血糖控制情况

   参照组糖尿病患者 50 例，常规护理后空腹血糖（8.45 ±

1.21）mmol/L，常规护理餐后两小时血糖（11.40 ± 1.52）mmol/

L，分析组糖尿病患者 50 例，采用全程健康教育模式，患者空腹

血糖（7.12 ± 1.06）mmol/L，患者餐后两小时血糖（8.49 ± 1.25）

mmol/L，经检验空腹血糖 T=5.8462，P=0.0000，餐后两小时血

糖 T=10.4558，P=0.0000，分析组优异参照组，P ＜ 0.05.

3　讨论

糖尿病是慢性疾病，主要是因免疫功能的紊乱或者遗传等因

素导致，糖尿病如果没有良好控制会使得身体的眼睛和肾以及心

脏血管等逐渐受到损害，从而出现功能障碍等问题[3]。

全程健康教育模式有效降低糖尿病患者在治疗期间的抵触，

同时提高了患者对糖尿病的相关知识了解程度，在治疗中，经过

全程健康教育模式护理，使得患者的日常生活品质得到提升，增

强患者管理自我的能力，加强患者对糖尿病的重视程度，指导患

者的日常血糖监测，运动以及饮食等，稳定患者血糖水平，逐渐

提高患者的身体健康指标[4]。

经研究证明全程健康教育模式与常规护理相比，明显比常规

护理优异，组间差异显著，P 值＜ 0.05。

综上所述，全程健康教育模式在糖尿病护理管理中能够明显

改善患者的血糖水平，与常规护理相比，更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促进患者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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