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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护理中糖尿病健康教育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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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针对内分泌护理工作中的糖尿病健康教育应用效果进行探究。方法 选取近一年时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0 名糖尿病患者作为实验对象，根据

健康教育模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实验组与参照组。其中参照组病患 30 例，仅对其实施内分泌护理模式；其余 30 名病患纳入实验组之中，给予其内分泌护理联合糖

尿病健康教育。最终对比两组病患护理前后的各项血糖水平。结果 根据本次实验结果表示，两组病患护理前的空腹血糖以及饭后两小时血糖水平并无明显差异，

在护理后实验组病患的空腹血糖、饭后两小时血糖指标显著优于参照组病患。结论 针对糖尿病患者实施内分泌护理，在此基础上联合糖尿病健康教育，能够切实

的改善病患各项指标，临床应用效果显著，具备大范围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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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的高速增长，在生活节奏、

社会压力等不良因素的作用下，导致近年来我国糖尿病患病率直线提升。

糖尿病作为一种临床多发的慢性代谢性病症，其患病人群主要是老年群

体，但近年来糖尿病患者逐步呈现出年轻化的势态，同时由于糖尿病会

引发多种并发症，例如糖尿病性脑出血等，对病患的生活质量以及生命

安全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成为了我国社会公共健康重点问题[1]。目

前临床上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并没有特效疗法，普遍是利用药物或护理干

预来改善病患的各项生命体征，健康教育就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护理措施，

通过帮助病患明确糖尿病的相关知识、注意事项等，提升病患自身的约

束力，实现稳定血糖的目的。因此健康教育在临床范围中广泛应用，同

时也可以引导病患树立治疗自信心，提升治疗依从性。本次实验选取近

一年时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0 名糖尿病患者作为实验对象，根据健康教

育模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实验组与参照组，针对内分泌护理工作中的糖尿

病健康教育应用效果进行探究，具体流程如下。 

一、实验数据以及方法 

（一）实验数据 

本次实验选取近一年时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0 名糖尿病患者作为实

验对象，根据健康教育模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实验组与参照组。其中参照

组病患 30 例，平均年龄（62.47±4.53）岁，平均病程（4.94±0.75）年；

其余 30 名病患纳入实验组之中，平均年龄（63.12±4.28）岁，平均病程

（5.13±0.64）年。两组病患及其家属均以签署实验知情同意书，且所有

实验病患均满足糖尿病诊断标准，无合并其他严重脏器病变，临床资料

无显著差异，具备可比性。 

（二）实验方法 

针对参照组病患实施内分泌护理，主要内容如下：护理人员要为病

患制定合理的护理方案，并定期对病患的各项血糖指标进行检测，指导

病患合理用药，同时结合病患的实际情况制定饮食方案等。 

针对实验组病患在参照组病患护理措施的基础上联合糖尿病健康教

育，具体内容如下：首先护理人员要告知病患糖尿病的发病原因、糖尿

病对健康的影响、治疗措施、注意事项以及危险因素等内容。同时护理

人员要基于病患的生活习惯，帮助其明确糖尿病对其生活、工作的影响，

以此让病患明白治疗护理措施的积极意义，提升治疗依从性。另外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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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需要针对护理干预、护理目的以及护理效果等内容向病患进行讲解，

以此帮助病患认识到糖尿病护理措施对于改善血糖指标的重要价值，并

养成优良的饮食习惯以及运动习惯。 

对于健康教育方式来说，护理人员有着多种方案可供选择。首先要

同病患加大沟通力度，在交流中告知病患相关内容。另外也可以向病患

播放相关视频，发放宣传手册以及讲解成功病例等方式，让病患更为直

观的了解到有关糖尿病的各项内容。护理人员也可以通过举办病友交流

会、糖尿病讲座等方式进行相关知识的宣传讲解，不仅可以营造优良的

糖尿病知识学习氛围，同时也可以引导病患全身心的参与到健康教育之

中。 

（三）对比指标 

对比两组病患护理前后的空腹血糖以及饭后两小时血糖水平。 

（四）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利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针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P<0.05 具备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根据本次实验结果表示，两组病患在护理前空腹血糖、饭后两小时

血糖水平并无明显差异，在护理后两组病患的各项血糖指标均得到了改

善，且实验组病患的各项血糖指标显著优于参照组病患，P<0.05，详情见

表 1。 

表 1  实验组及参照组病患护理前后各项血糖水平对比 

空腹血糖 饭后两小时血糖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 30 10.73±6.08 7.36±1.48 19.53±10.79 12.45±2.82 

实验组 30 10.82±6.13 5.46±1.07 19.65±10.54 7.82±2.58 

三、结论 

健康始终是大众关注的重点。作为临床上常见的慢性疾病，糖尿病

会对大众的生活质量以及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要加

大护理以及治疗力度。随着我国临床护理技术的不断发展，健康宣讲教

育也成为了护理干预中的主要内容，能够切实的提升病患对于自身病情

的认知程度，帮助病患树立了治疗自信心，提升了治疗依从性，以此来

强化预后效果。而传统的健康教育主要是为病患介绍治疗方案，并不会

对其病症进行详细的解答。在本次实验中，针对实验组病患在内分泌护

理的基础上施加糖尿病健康教育，其空腹血糖、饭后两小时血糖水平显

著优于参照组病患，究其原因，是在实验组病患的健康教育中，强调合

理饮食、运动习惯、自我监测预防等内容的重视力度。相关研究发现，

针对糖尿病患者实施健康宣讲，能够帮助病患树立治疗自信心，提升治

疗依从性[2]。 

根据本次实验表示，针对糖尿病患者在内分泌护理模式中加大糖尿

病健康教育力度，能够切实的改善病患血糖水平，临床效果显著，具备

大范围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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