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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动机理论的护理干预对老年糖尿病病人血糖和

自我护理能力的意义研究

刘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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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老年糖尿病病人应用保护动机理论的护理干预对其血糖与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分析其应用价值。方法：本次研

究中的观察主体均随机抽选 2018年 4月至 2019年 11月时间段在本院接受诊治的老年糖尿病患者，随机抽选 66例，根据奇偶数方式

将患者分为两组，组别分别是参照组与观察组，分别予以患者常规护理和保护动机理论护理干预，对两组患者血糖水平和自我护理能

力的情况予以比对。结果：观察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和餐后 2小时血糖水平明显低于参照组，同时，观察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评分明显

高于参照组，两组数据比较存在显著的差异，观察组的各项数据明显优于参照组，差异具有明显的区别，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老年糖尿病病人进行保护动机理论方式的护理干预，可以改善患者的血糖水平，提高患者自我护理能力，有效改善患者的生

活质量，具有显著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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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糖尿病发病率逐年增加，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

者人数更是显著提高，在全部糖尿病患者中，老年人占比 90%以

上。对糖尿病除了实施常规治疗外还需予以优质的护理干预，以

此来缓解病情[1]。保护动机理论是一种护理理论模式，以期望和

健康理论为主。本次研究主要分析老年糖尿病病人应用保护动机

理论的护理干预对其血糖与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详细内容整理

如下。

1 资料、方法

1.1资料

本次研究中的观察主体均随机抽选 2018年 4月至 2019年
11月时间段在本院接受诊治的老年糖尿病患者，随机抽选 66例，

根据奇偶数方式将患者分为两组，组别分别是参照组与观察组，

每组人数为 33例。

参照组:男性为 20例，女性为 16例，年龄在 60～80岁之间，

年龄平均值（70.13±2.06）岁，病程 2～11年，平均病程值为（5.06
±1.46）年。

观察组：男性为 22例，女性为 14例，年龄在 60～82岁之

间，年龄平均值（70.33±2.12）岁，病程 2～10年，平均病程值

为（5.04±1.37）年。

两组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临床信息进行比较，P＞0.05。

1.2方法

参照组与观察组分别予以患者常规护理和保护动机理论护

理干预，其中参照组中常规护理的方式为：按照患者的病情情况

对患者和其家属进行适当的健康教育，举办糖尿病健康知识讲座，

对患者的饮食进行科学的指导，并耐心回答患者关于疾病治疗的

疑问等。观察组给予患者保护动机理论是在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

上进行实施的，其保护动机理论的主要内容为：①成立保护动机

理论护理干预小组，所有组员均需接受保护动机理论专业知识培

训，按照严重性、易感性、内部与外部奖励、反应和自我效能以

及反应代价这七个核心变量对患者施以护理干预[2]。② 饮食护理。

饮食对糖尿病患者的病情而言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因此护理人员

应根据保护动机理论为患者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并叮嘱患者及

其家属对计划的严格执行，同时，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与生活方式[3]。③心理护理。糖尿病患者需要长期接受药物治疗，

在漫长的治疗中患者极易出现焦虑、悲伤等负性情绪，严重者可

能会出现抑郁症，严重影响患者的有效治疗，因此护理人员应及

时了解患者心理状态的变化，对于患者所反映出的不良情绪需要

予以针对性的疏导，鼓励患者积极接受治疗。④健康教育与经验

交流。定时组织患者参加糖尿病健康知识培训讲座，开展病友经

验交流活动，对患者普及健康知识的同时，邀请糖尿病控制较好

的病友进行经验分享，提高患者对临床治疗的信心，加深患者对

病情的理解与自我护理的技巧[4]。⑤定期随访。护理人员利用微

信、电话以及家访等形式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动态过跟踪，及时对

患者的疑问进行接到，纠正患者日常生活中的不良行为，增强患

者的依从性。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血糖水平和自我护理能力的情况予以比对，血糖

水平利用空腹血糖和餐后 2小时血糖进行评估，自我护理能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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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我护理能力量表进行评估。

1.4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相关数据经分析与汇总以后均使用 SPSS20.0统计

学软件处理，两组患者的其计量资料可用“ sx ”表示，数据

结果则需予以 t检验；计数资料可用“%”表示，数据结果则需

予以卡方检验，组间比较差异具统计学意义的表述形式为 P＜
0.05。

2 实验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和餐后 2小时血糖水平明显低于参照

组，同时，观察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评分明显高于参照组，两组

数据比较存在显著的差异，观察组的各项数据明显优于参照组，

差异具有明显的区别，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空腹血糖、餐后 2小时血糖和自我护理能力评分的

比较（ x±s）

组别
空腹血糖

（mmol/L）
餐后2小时血糖

（mmol/L）

自我护理能力

评分（分）

参照组

（n=33）
7.65±0.78 9.08±0.23 29.80±1.94

观察组 6.41±0.63 7.12±0.19 38.23±1.69

（n=33）

t值 7.1044 37.7414 18.8219

P值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的非传染性病，具有发病率、死亡率高且

无法治愈的特点，发病人群以老年人为主，对其生活质量和肢体

功能都有很大影响，因此，给予老年糖尿病患者临床护理干预尤

为重要[5]。保护动机理论是现阶段临床较为认可的一种护理方式，

保护动机理论的护理干预强调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了解疾病

严重性，以此加强血糖监控和自我护理能力[6]。具体来说，该模

式主要有饮食指导、心理辅导和健康宣教等，通过饮食方面的指

导能帮助老年患者明白一些营养搭配的换算方式，进而建立起一

个健康、合理的饮食计划；心理辅导是指缓解患者内心压力，提

高治疗自信心，以此加强患者主动治疗、主动锻炼的主观意识；

健康宣教方面则是指对患者开展健康行为能力培训和知识普及，

使患者认识到保持健康的行为习惯的重要性。护理人员与患者及

其家属建立和谐、信任的护患关系，帮助患者密切监控血糖指标，

提高自我护理能力与生活质量。

总而言之， 对老年糖尿病病人进行保护动机理论方式的护

理干预，可以改善患者的血糖水平，提高患者自我护理能力，有

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大力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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