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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社区护理及自我管理指导
应慧慧

（浙江省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石柱分院 住院部　浙江　永康　321300）

【摘　要】目的：为了探讨社区护理与自我管理指导，对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与血糖指标的影响。

方法：选取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石柱分院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的 90 例患者，所有患者均确诊

糖尿病症，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划分患者为各 45 例的两组。其中行糖尿病社区护理与自我管理指导的 45 例患者

为研究组，常规指导干预的 45 例患者为对照组。对比两组干预后自我管理行为与血糖指标改善效果。结果：

研究组干预后的自我管理行为评分与对照组相较明显更优，两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研究组

干预前后的血糖指标改善效果，与对照组相较差异更为显著，同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通过对糖

尿病患者予以社区护理与自我管理指导，将有利于患者自我管理行为能力的提升，且维持患者血糖指标水平均

衡，通并提高患者对糖尿病相关认知水平，可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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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ommunity nursing and self-management guidance on self-
management behavior and blood glucose index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thods: A total of 90 patients in Shizhu 
Branch Hospital of Yongka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2 were selected. All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diabetes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45 cases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Among them, 45 patients with diabetes community care and self-management guidance as the study group, 
and 45 patients with routine guidance intervention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and blood glucose index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self-
management behavior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nd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blood 
glucose index in the study group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lso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s: Community nursing and self-management guidance for patients with 
diabetes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patients'self-management ability,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blood glucose 
index, and improve patients'awareness of diabetes, which can be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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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目前已经在国际间的病发率与死亡率都位

居高位，给患者本身与社会都带来了较严重的负担。

糖尿病患者一旦病发，随着患者病情进展自身运动耐

量明显变差，逐渐失去劳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再加

上此症作为慢性病，患者长期居家还会产生消极、焦

虑等负性心理 [1]。想要改善患者的自我行为能力，提

高生活质量，对于患者来说坚持长期用药，加强自我

管理十分重要。有研究认为对糖尿病实施社区护理与

自我管理指导，将对控制患者病情进展，提高患者的

自我管理行为水平十分有利 [2]。本文将选取第一人民

医院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 90 例糖尿病患者，探

讨社区护理与自我管理指导，对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

理行为与血糖指标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石柱分院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的 90 例患者，所有患者

均确诊糖尿病症，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划分患者为各

45 例的两组。其中对照组男、女各有 18 例、27 例，

最小年龄为 36 岁，最大年龄为 65 岁，年龄均值为

（55.28±8.11）岁，病程范围在 5 ～ 16 年，病程均

值为（10.2±2.1）年，糖尿病并发症包括9例糖尿病足、

10例糖尿病肾病、11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研究组男、

女各有22例、23例，最小年龄35岁，最大年龄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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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均值为（53.19±8.93）岁，病程范围在6～18年，

病程均值为（10.8±3.1）年。糖尿病并发症包括 8例

糖尿病足、11例糖尿病肾病、11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两组患者的临床基性资料对比差异不大（p>0.05），

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所有患者均予以口服降糖用药与胰岛素皮注等

控血糖药物治疗方案，以及合并症患者及时予以针对

性治疗，控制患者血糖指标在正常范围内。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常规健康宣教，

嘱患者定量、定时用药，常规监测血糖变化，形成良

好生活习惯。

研究组予以社区护理干预与自我管理指导，具体

包括：（1）心理护理，因糖尿病为慢性病患者的病程

较久，这就意味着需要长期应用胰岛素类药物口服治

疗，这样长此以往面临较重的经济负担，就极易出现

紧张、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影响

患者出现血糖波动。所以及时对患者予以健康宣教加

强心理沟通，了解患者个人的心理症结，给予相应的

心理安慰，让患者可以面对疾病时保持认真的态度加

强自我管理，成功树立最终战胜疾病的信心；（2）饮

食护理，社区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个人情况，科学

制定合理的饮食方案，叮嘱患者保持健康饮食的必要

性，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中，告知良好饮食习惯的重

要性。减少患者在日常饮食中高糖食物的摄入量，控

制高血糖。对于合并疾病者应做到低脂、低盐饮食，

加大维生素等食物的摄入量。对原本饮食习惯不合理

的患者及时纠正，如喜食辛辣、刺激、饱食等患者；

（3）运动护理，指导患者科学锻炼促进机体血液循环，

控制患者的血脂、血糖、血压，并有效增强患者机体

免疫功能，同时提升患者重视度。与患者的糖尿病情

发展情况与个人运动倾向相结合，选择太极剑、太极

拳、跳舞、散步、骑车等合适的运动方式。（4）日常

管理，嘱患者严格根据药方要求服药，并利用手机短

信等方式设置定时用药提醒，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

科学指导患者合理均衡分配各类营养物质，定时摄入

三餐加大高纤维食物的摄入量，如全麦面包、瓜果蔬

菜、红米等。坚持运动但不可运动过量预防发生意外，

教会患者正确测量血糖的方法，每次测量取三次结果

的均值。

1.3 评价方法

（1）运用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SDSCA）[3]

科学评估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对患者的运动锻炼、

用药情况、血糖监测、饮水控制等行为进行评估，每

一项评分标准为 0 ～ 7 分，得分越高证明患者的自我

管理水平越好。（2）对患者干预前后检测空腹、餐后

2h 的血糖与糖化血红状态改变效果。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计量资料表示（ sx ± ），组间 t检验；

计数资料 %表示，组间 X2 检验，所有数据经 SPSS23.0

统计学软件处理，以 P＜ 0.05 表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SDSCA 评分相较 

表 1 两组 SDSCA 评分相较

组别 n 运动锻炼 用药情况 饮水控制 血糖监测

研究组 45 6.59±0.15 6.82±0.32 6.33±0.22 6.67±0.8

对照组 45 4.03±0.12 4.07±0.31 4.16±0.18 4.95±0.23

t / 8.627 11.033 14.572 9.683

P /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血糖水平改善效果相较

组别 n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 2h 血糖（mmol/L） 糖化血红蛋白（%）

研究组 45 6.51±1.77 8.75±3.66 6.22±0.53

对照组 45 8.63±2.48 13.21±4.09 7.61±1.09

t / 4.531 5.281 7.462

P /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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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干预后的自我管理行为评分与对照组相较

明显更优，两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1。

2.2 两组血糖水平改善效果相较

研究组干预前后的血糖指标改善效果，与对照组

相较差异更为显著，同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2。

3 讨论

糖尿病作为一种临床慢性病，至今尚未有根治之

法，可是如果可以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注意日

常管理，不仅可以有效控制病情进展，还能预防糖尿

病并发症，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于是诸多研究者

针对糖尿病治疗预后，提出可以形成个人、家庭、社

区三位一体的干预措施 [4]。自 Orem 提出自我护理理

论之后，便在糖尿病护理干预中得以应用，以患者为

主体有必要实施社区护理干预，从患者个体出发进行

自我管理指导，从而帮助糖尿病患者提升自我管理能

力 [5]。

社区护理干预作为社区特有的一类护理措施，用

于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护理中，从而帮助强化患者疾病

防治观念，帮助患者科学饮食调控与锻炼运动，日常

注意常规监测血糖指标变化，不断提高患者的自我管

理水平，维持血糖水平均衡，长期处于可控范围 [6]。

自我管理作为帮助患者形成积极认知与行为约束的一

个长期过程，患者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成功阻止疾病进

展，识别参与治疗的健康偏差，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为，

在自我管理中能够正确识别自我健康所发生的微妙变

化，自主评估体征状况，并使用正确观念对待疾病症

状，重视日常监测治疗等过程 [7]。有学者认为对患者

自我管理产生影响的因素中，包括患者本身参与自我

管理的意念、认知、动机等 [8]，所以通过社区干预帮

助患者形成健康动机，获得患者主观意向与社会支持，

这对于提高患者自我管理水平有重要作用 [9]。本研究

通过对糖尿病患者行社区护理及自我管理指导干预，

发现对比常规干预，研究组干预后的自我管理行为评

分与对照组相较明显更优，两组差异显著，研究组干

预前后的血糖指标改善效果，与对照组相较差异更为

显著。因此在社区护理中，护理管理者合理利用和分

配有限的护理资源，尽可能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进

行患者的健康教育，在社区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和教

育，使患者了解更多的疾病知识和健康知识，以及坚

持合理治疗的重要性，从而自觉的进行自我管理 [10]。

综上所述，通过对糖尿病患者予以社区护理与自

我管理指导，将有利于患者自我管理行为能力的提升，

且维持患者血糖指标水平均衡，通并提高患者对糖尿

病相关认知水平，可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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