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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病人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在临床应用中的

护理分析
王　雪　刘华利通讯作者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四川　泸州　646000）

【摘　要】目的：探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在糖尿病患者中的护理效果影响。方法：选取我科收治的 88 例

糖尿病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探究组和参照组各 44 例。分别在干预前、干预后收集两组患者的相关

指标数据，对比两组患者在不同护理模式下的效果差异。结果：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血糖水平，可发现干

预 3 个月、干预 6 个月及干预一年后探究组患者空腹血糖值与餐后两小时血糖值、糖化血红蛋白指数均低于参

照组，再入院次数少于参照组；对比两组患者对于护理的综合满意度，可看到探究组患者的满意度相较于参照

组也更高。结论：在糖尿病患者中采用动态血糖监测系统的护理干预效果较好，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的血糖改善

效果，患者临床症状康复更好，血糖指标改善更佳，生活质量也更高。此种护理模式应值得广泛推广应用于此

类患者的临床护理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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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 in diabet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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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ynamic blood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 in the nursing care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thods: 88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research group (N = 
44) and control group (N = 44) .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before intervention, 3 months, 6 months and one year after 
intervention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two groups under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Results: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two-hour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and Glycated hemoglobin index of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3 months, 6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the intervention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for the comprehensiv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we can see that the research group patients' satisfaction is also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Conclusion: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with the dynamic blood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 in the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has a good effect,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ect of blood glucose improvement, the quality of life is 
also higher. This kind of nursing mode should be widely applied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work of such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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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糖尿病发病率在当前社会不断上升，急性

和慢性糖尿病的并发症将对患者的健康产生严重影

响。严格控制血糖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并发症。动态血

糖监测系统可以准确地显示患者血糖波动的方向和趋

势 [1]。我科室开展了针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护理研究，

具体探究了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在此类患者中的应用成

效，详细分析与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选取我科收治的 88 例糖尿病患者，按随机数字

表法将其分为探究组和参照组各 44 例。其中探究组

男、女各 23、21 例，年龄在 46-76 岁之间，平均为

（61.52±3.15）岁，病程分布为 1-16 年，均值为

（7.39±2.12）年；而参照组男、女各 24、40 例，年

龄在 45-74 岁之间，平均为（61.65±3.39）岁，病程

分布为1-15年，均值为（7.46±2.46）年。纳入标准：

所有患者均符合糖尿病诊疗标准，患者病情稳定，可

进行自主交流，可熟练使用智能手机；患者或家属均

已知晓实验探究目的与方法，并全程配合完成实验探

究。排除标准：患者有既往精神病史，无法进行正常

交流；患者合并患有其他重症疾病或功能障碍；患者

对实验涉及药品过敏或有严重低血糖事件。

1.2 方法

参照组采用常规基础护理，主要包括治疗前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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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史询问并记录，依据病患具体病情制定护理计划，

耐心解答病患及家属疑虑，打消顾虑。治疗中按照相

关规定规范基础护理，并发症检测护理，用药和生活

指导等，对患者和家属做好糖尿病相关健康宣教。出

院后定期回访，每月一次电话回访，并详细说明血糖

监测方法以及按时测量、定期记录，告知治疗护理联

系方式，有疑问或异常可及时沟通联系获取指导。指

导病人监测和记录血糖，并要求病人每月前往门诊检

查和控制血糖水平，调整饮食和锻炼 [2]。

探究组采用动态血糖监测系统护理干预：

①做好病情评估，为每位病患建立详细记录病人

总体情况的健康档案。②心理护理：了解病人的心理状

况，并强调坚持治疗、合理饮食和适当的锻炼有助于控

制血糖，向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健康教育，提高健康饮食

和习惯对治疗结果的影响，消除患者的焦虑和焦虑，并

加强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 [3]。③血糖监测。指导患者动

态血糖控制系统的使用方法，包括动态血糖控制系统的

组成、监测过程、应用方法以及优点。在正式实施系统

监测之前，发放调查问卷，包括监测系统的组成、实施

方法、血糖水平控制和异常血糖值范围，确保患者了解

动态血糖控制系统的应用情况。将血糖感受芯片置入患

者体内，并定期进行芯片护理。该系统每 5分钟自动记

录芯片携带者的血糖值1次，每次监测有效期是14天，

每日共记录 288个血糖值。医疗信息自动传输于终端，

信息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来发出早期风险预警。如果存

在常规血糖监测无法发现的问题 (例如，血糖升高的症

状，如夜间血糖下降或血糖波动 )，该系统自动示警。

当患者感到不舒服或系统有早期预警信息时，计算机自

动处理数据，每 24小时绘制血糖曲线，医护人员可以

通过数据记录观察了解患者血糖的变化。指导患者持续

佩戴血糖动态监测仪，以监测血糖、血压、体质量和锻

炼时间的变化，将特定数据上传至终端并自动生成趋势

图。出院之后病人还可以通过电话与医生和护士进行联

系，与病友交流 [4]。医护人员可在线上进行及时答复，

鼓励患者相互沟通并分享自我管理方面的经验。④饮食

指导：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帮助调整生活习惯，制定有

针对性的饮食和药物指导，通过计算患者体重指数，获

得病人所需的总食物量，并根据食物交换法确定每顿饭

所需的食物数量。之后，根据患者的偏好推荐适当的食

物并准备每周的食谱。与此同时，建议病人不要吸烟并

戒酒，保持足够的睡眠，控制日常热量摄入，并采取科

学方法来减肥。⑤药物指导：向患者介绍糖尿病的药物

类型，限制药物的剂量和用药时间；对于某些老年患者，

可通过照片或空药盒可以用来加深用药记忆。需要注射

胰岛素的病人应适当使用胰岛素和注射器并加强自我管

理，按时按量注射胰岛素 [5]。

1.3 观察指标

①在干预前、干预 3 个月、干预 6 个月及干预

一年后收集两组病患的空腹血糖值与餐后两小时血糖

值、糖化血红蛋白指数。

②在干预前、干预 3 个月、干预 6 个月及干预一

年后收集并记录两组患者的再入院次数。

③采用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对病患进行调

查，评分越高，表示病患对于护理的综合满意越高，

非常满意（100-90）人数 + 基本满意（89-60）人数 =

总满意度人数，60 分以下表示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1.0 数据处理并分析，t值、x2 值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糖水平对比

两组采用不同的护理模式后，经过观察记录可发

现探究组患者干预 3 个月、干预 6 个月及干预一年后

的血糖值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指数都更低。见表 2-1：

2.2 两组患者再入院次数对比

两组采用不同的护理模式后，经过观察记录可发

现探究组患者干预 3 个月、干预 6 个月及干预一年后

的再入院次数都更少。见表 2-2：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两组采用不同的护理模式后，经过回访跟踪调查

记录可发现探究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更高。见表2-3：

3 结论

根据本次实验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血糖水

平，可发现采用了动态血糖监测系统进行干预的探究

组患者在干预后不同阶段的空腹血糖值与餐后两小时

血糖值、糖化血红蛋白指数均低于参照组，再入院次

数少于参照组；对比两组患者对于护理的综合满意度，

可看到探究组患者的满意度相较于参照组也更高。

综上所述，在糖尿病患者中采用动态血糖监测系

统的护理干预效果较好，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的血糖改

善效果，患者临床症状康复更好，血糖指标改善更佳，

生活质量也更高。将此种护理模式应用于此类患者中，

对患者的预后将有更为积极有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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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两组患者血糖水平对比（ x ±s）

观察指标 探究组 参照组 t P

病例数 44 44 0.000 ＞ 0.05

空腹血糖（mmol/L）

干预前 11.2±1.8 11.5±2.4 0.361 ＞ 0.05

干预 3 个月 7.3±1.1 9.7±1.9 6.854 ＜ 0.05

干预 6 个月 6.9±1.7 8.9±1.9 8.391 ＜ 0.05

干预一年后 6.4±1.6 8.3±2.1 10.360 ＜ 0.05

餐后两小时血糖
（mmol/L）

干预前 13.3±3.7 13.0±4.2 0.301 ＞ 0.05

干预 3 个月 8.5±2.6 11.6±3.5 8.854 ＜ 0.05

干预 6 个月 8.1±2.9 10.9±4.3 8.391 ＜ 0.05

干预一年后 7.8±2.3 9.6±3.3 7.360 ＜ 0.05

糖化血红蛋白（%）

干预前 9.2±1.3 9.9±2.4 0.387 ＞ 0.05

干预 3 个月 7.3±1.4 9.7±1.9 4.854 ＜ 0.05

干预 6 个月 6.5±1.2 8.9±1.9 5.391 ＜ 0.05

干预一年后 6.0±1.1 8.3±2.1 5.360 ＜ 0.05

表 2-2 两组患者再入院次数对比（ x ±s）

观察指标 探究组 参照组 t P

病例数 44 44 0.000 ＞ 0.05

干预前 5.0±1.8 5.1±1.7 0.445 0.598

干预 3 个月 2.4±0.8 4.2±1.7 3.154 0.018

干预 6 个月 2.1±1.0 3.7±2.0 2.943 ＜0.001

干预一年后 2.2±0.8 4.3±1.8 3.048 ＜0.001

表 2-3 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n，%）

观察指标 探究组 参照组 x2 P

病例数 44 44 0.000 ＞ 0.05

综合满
意度

非常满意 33 75.00% 22 50.00%

\基本满意 9 20.45% 14 31.82%

不满意 2 4.55% 8 18.18%

总满意度 42 95.45% 36 81.82% 6.146 ＜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