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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干预在 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

查秀婧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安徽 蚌埠 233000

摘 要：目的：探析与 研究 SMRC同伴互 助的自我管理模式对 2型糖尿病患者糖代 谢水平及焦虑抑郁的影响。 方法：
将 2020年 9月~2021年 9月区间来我院治疗 2型糖尿病患者 110例作 为 研究对象，随机分配为 常规组和干预组各 55
例。 常规组为 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 给予 SMRC同伴互 助的自我管理模式，两 组干预时间为 2 个 月，对
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理状态、生活质量评分、用药依从 性评分进行比较，利用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对两 组患者干
预前后的焦虑抑郁评分进行比较。 结果：干预组患者 SAS、 SDS评分低于 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干预组患者依从 性评分均高于 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组患者生理功能、心理精神、治疗影响
评分均高于 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SMRC同伴互 助的自我管理模式对 2型糖尿病患者可以
起到显著的改善效果，能够对 2型糖尿病患者的认知能力进行提高，改善患者的糖代 谢水平指标控制水平，提高其生
命质量，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具有较高的临 床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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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study the effect of self-management mode of SMRC peer assistance on glucose metabolism,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thods: 110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0 to September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routine group and intervention group. The routine group is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is given the self-management mode of SMRC peer assistance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he
intervention time of the two groups is 2 month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re compared, and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are compared by using Hamilt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Results: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compliance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scores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 psychological spirit and treatment influence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self-management mode of SMRC peer assistanc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improve the control level of glucose metabolism indicators,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alleviat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It has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 Cognitive behavior;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Glucose metabolism level; Anxiety depression

2型糖尿病为 我国发病人 数最多的慢性病，且 发病率
逐渐升高已经成为 我国临 床治疗工作 中 的一 大挑战之 一 [1 ]。
发布人 群主 要集中 在中 老年群体中 ，目前患病年龄也 是越
来越年轻，年龄越大患病概率越高，40 ~60 岁人 群中 ，平
均每增长 10 岁，患病率增加 70 % [2]。 目前糖尿病主 要靠
药物治疗进行控制，但要全面控制 2型糖尿病仅 靠药物无
法达到最佳效果，其治疗关键在于 患者的自主 认知控制血
糖。 SM RC 自我管理模式为 糖尿病的一 种新型管理模式，
临 床相关研究显示，通过这种 SMRC 自我管理模式，糖
化血红蛋白超过 9%的患者数量在一 年内减少了 1% 。 此
外，这些 患者对定期检查和药物治疗的依从 性也 相应提高，

他 们 对自我健康、焦虑和睡眠不 足的认识也 得到了 显著改
善，此类自我管理模式也 显著节省了 医疗成本[3]。 为 此，
本研究将 20 20 年 9月~20 21 年 9月区间来我院治疗 2型
糖尿病患者 110 例作 为 研究对象，探析与 研究了 SM RC
同伴互 助的自我管理模式对 2型糖尿病患者糖代 谢水平
及焦虑抑郁的影响，详情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1 基线资料
将 20 20 年 9月~20 21 年 9月区间来我院治疗 2型糖

尿病患者 110 例作 为 研究对象，随机分配为 常规组和干预
组各 55例。 纳入排除标准：研究对象均符合临 床 T2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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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标准[4]；无合并其他 重大疾病；治疗依从 性佳；研
究对象均知情且 同意本次研究；本研究符合《世 界医学协
会赫尔辛基宣言》相关要求；排除合并精神疾病认知障碍
患者；重要器官功能严 重不 全患者。 其中 对照组患者 55
例，男性患者与 女性患者比例为 29:26例，年龄区间：40 ~76
岁，平均年龄：（60 .57± 5.27）岁，病程：1~6年，平均
病程：（4.50 ± 0 .65）年；观察组患者 55例，男性患者于
女性患者比例为 30 ：25例，年龄区间：39~75岁，平均
年龄：（59.58± 5.76）岁；病程：1~5年，平均病程：（4.35
± 0 .55）年；两 组患者基线资料组间比较，差异不 具有统
计学意义 （P>0 .0 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两 组干预时间为 2 个 月，护理人 员均在护理结束后对

两 组患者进行评估生命质量水平、用药依从 性指标和采用
采用焦虑抑郁自评量表（SA S、SDS）和对患者干预前后
的焦虑抑郁程度进行评分。两 组患者均遵医嘱进行常规药
物治疗。

常规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干预，常规护理包括：入
院宣教，常规饮食护理，心理疏导，遵医嘱基本药物治疗。

干预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 给予 SM RC 同伴互 助的
自我管理模式，按照SMRC 同伴互 助的管理模式对SMRC
组患者进行管理，由 1 名医生和 1 名护士共同管理SMRC
组的患者，组织开展至少 10 ~15 名糖尿病患者参与 的面
对面交 流，每六周进行一 次，交 流方式包括解读 2型糖尿
病自我管理处方内容、对真实病例进行讨论。 首先初始阶
段，对患者基础病情进行了 解，进行对患者进行心理情况、
生活习 惯、饮食习 惯、用药情况进行评估，之 后进行制定
干预方案，根据方案进行实施。 患者在入院时对患者及家
属进行糖尿病知识健康教育，主 要内容为 ：糖尿病知识及
防治措施。进行纠正其错误认知，改变其不 良习 惯及疾病
应对方式；为 糖尿病患者建立正确的认知模式，提高其对
糖尿病的认知程度。 中 间阶段：向患者介 绍 SM RC 同伴
互 助的自我管理模式的作 用和重要性，护理人 员与 患者交
流时，要时刻保持对患者的理解和尊重，注意表情和语气
要对患者显示出理解和同情，对患者进行鼓励和疏导，树
立其战胜疾病的信心，减轻其负性情绪对疾病的影响，增
加积极性。对焦虑抑郁情绪较为 严 重的患者，需要加强交
流，耐心倾听患者的顾虑，并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和解
释，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得到患者的信任 。 引导患者建
立正确的自我管理模式，共同制定合理满意的治疗目标与
计划。 可以 邀请治疗效果良好，各指标控制稳定的患者分
享 自身的治疗经验，帮助患者提升治疗动力和信心，每次
治疗过后，对患者进行鼓励，并将治疗效果告知患者及家
属，提高患者主 动性，改善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和血糖控
制水平。

1.3观察指标
生命质量水平：A -DQOL 糖尿病特异性生命质量测定

量表对观察后两 组生命质量进行评价 。通过患者的满意度、
影响程度、忧虑程度Ⅰ和忧虑程度Ⅱ 4 个 维度评分对观察
后研究对象生命质量进行评估。 共有 46 个 条目，每个 条
目分 1~5级评分，评分越高，表示生命质量越差。

焦虑抑郁评分：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 g an xiety
scale，SA 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 gdepression scale，
SDS)对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进行评定；两 个 量表各包括
20 个 自评项目，采用 4级评分制，得分越高，焦虑（抑
郁）程度越重。

Morisk y用药依从 性：该问卷共 8 个 条目，其中 1~7
题为 “ 是”和“ 否” 二 分类答案，除第 5题为 反向计分外，
其他 条目得分为 “ 0 ” 和“ 1” ；第 8题评分为 L ik ert5等
级，答案为 “ 从 不 ” 、“ 很少” 、“ 有时” 、“ 经常” 、
“ 总是” ，计分分别为 1、0 .75、0 .50 、0 .25和 0 分；总
得分范围为 0 ~8分。

1 .4统计学方法
SPSS21 .0 软件 对研究中 的各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数资料用（ sx  ）表示，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
（%）表示，用卡方检验，P＜0 .0 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两 组患者干预前后SA S、 SDS评分比较
干预组患者 SA S、 SDS评分低于 常规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P< 0 .0 5）；见表 1。
表 1 两 组患者干预前后SA S、 SDS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n ）

SA 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常规
组

55
58.24
± 4.99

48.23±
4.58

59.23
± 5.13

44.26±
4.17

干预
组

55
57.89
± 5.12

32.12±
3.56

59.31
± 4.85

32.76±
3.64

t - 0 .363 20 .60 0 0 .1 0 5 15.140
P - 0 .717 0 .0 0 0 0 .916 0 .0 0 0

2.2 两 组患者用药依从 性比较
干预组患者依从 性评分均高于 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P< 0 .0 5），见表 2。
表 2 两 组患者用药依从 性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n） 用药依从 性评分

常规组 55 6.25± 1 .20

干预组 55 7.25± 1 .30

t - 4.192

P - 0 .0 0 0

2.3 两 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干预组患者生理功能、心理精神、治疗影响评分均高

于 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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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 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n）

生理功
能

心理精
神

治疗影
响

社会关
系

常规
组

55
25.75±
2.65

21 .51±
2.53

7.53±
2.85

8.72±
2.48

干预
组

55
20 .30 ±
2.81

18.50 ±
2.42

9.83±
2.91

7.38±
2.53

t - 1 0 .460 6.372 4.188 1 .968

P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1

3 讨论

2型糖尿病患者多数存在不 同程度的负面心理，导致
糖尿病患者失去对生活的信心[5、6]。 其中 抑郁和焦虑为 最
为 常见的负面心理，糖尿病患者多为 中 老年人 ，其心理负
担较大，最容易出现焦虑抑郁、悲观等不 良情绪，对糖尿
病治疗效果具有不 良影响[7]。 目前仍 有大量糖尿病患者负
面心理还未得到改善，特别是需要进行特殊方法治疗的患
者，例皮下 注射胰岛素患者，这类方案会对心理状态产 生
严 重影响[8]。 为 此，此次研究将 20 20 年 9月~20 21 年 9月
区间来我院治疗 2型糖尿病患者 110 例作 为 研究对象，探
析与 研究了 SM RC 同伴互 助的自我管理模式对 2型糖尿
病患者糖代 谢水平及焦虑抑郁的影响，研究结果如下 ：

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患者SA S、SDS评分低于 常规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5）；干预组患者依从 性
评分均高于 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5）；干
预组患者生理功能、心理精神、治疗影响评分均高于 常规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5）。 与 张君青[9]研究结
果一 致，证明了 SM RC 同伴互 助的自我管理模式对 2型
糖尿病患者可以 起到显著的改善效果，能够对 2型糖尿病
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行提高，提高其生命质量，改善患
者的糖代 谢水平指标控制水平，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分析其原因：SMRC 同伴互 助的自我管理模式的护理重点
为 帮助患者消除对于 不 良情绪的无理念性的信念，消除对
疾病的不 合理认知，为 其建立一 个 理性的新观念和改善疾
病自我管理水平。

综上 所述，SMRC 同伴互 助的自我管理模式对 2型糖
尿病患者可以 起到显著的改善效果，能够对 2型糖尿病患
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行提高，改善患者的糖代 谢水平指标
控制水平，提高其生命质量，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具有较高的临 床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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