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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消渴目患者的心理控制源提高血糖监测

的护理研究对策

钱俐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要】：改善影响消渴目患者的心理控制源提高血糖监测的护理研究对策。方法：对 60例消渴目患者进行心理控制源问卷调查，采

取相应护理对策，于 40天后对 60例患者再次进行心理控制源问卷调查并评估其血糖监测情况。结果：改善消渴目患者的心理控制源

后患者心理影响因素改善(P<0.05)，血糖监测提高(P<0.05)。结论：改善消渴目患者心理控制源因素将有利于提高患者血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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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渴目病(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是消渴病（糖尿病）严重的

并发症之一，是致盲性眼病中占第 2位或第 3位的眼底病，研究

表明，消渴目病的程度与糖尿病的病程、血糖控制水平呈正相关。

心理控制源被认为是预测健康相关行为的重要个性化因素，依据

个体认为行为结果能否为自身控制将其分为内控型、有势力的他

人型和机遇型[1-2]。本研究针对改善消渴目的心理控制源护理研究

提高患者血糖监测护理研究对策。

1.心理控制源概念

心理控制源概念源于 Rotter[3]的社会学习理论，依据个体认

为行为结果能否为自身控制，将个体分为内控型和外控型。

Wallston等[4]又将其扩展为内控型、有势力的他人型和机遇型。

2.心理控制源的评估工具

目前心理控制源常用的测量工具有多维度健康状况心理控

制源量表是Wallston等[4]。

3.测量血糖是调整治疗方案和有效控制血糖的重要手

段

然而，大部分患者存在血糖监测的心理控制源因素，改善心

理控制源因素将有利于提高患者血糖监测。因此，改善消渴目患

者心理控制源因素将有利于提高患者血糖监测。2020年 1月～6
月，我们对上海市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及病房 60例患

者进行心理控制源问卷调查，采取相应护理对策，于 40天后对

60例患者再次进行心理控制源问卷调查并评估其血糖监测。取得

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4.对象及方法

4.1对象

本组 60例糖尿病患者中男 36例，女 24例，年龄 41～79
岁，平均年龄 56岁。文化程度：大专以上 19例，中学 33例，

小学 8例。现职业或退休前职业教师 22例，工人 12例，农民 3
例，机关干部 14例，其他 9例，病程 1～25年。所选病例均符

合 1999年WHO消渴目诊断标准。

4.2心理控制源问卷调查

90%的参与者属于内控型心理控制源，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

坚持糖尿病自理活动，73%的病人认为如果疾病状况变差，与他

们没有认真进行自我护理有关。

4.3改善方法

4.3.1组织专题讲座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医务人员对 60例糖尿病患者及各自的 1
名家庭成员分 3批进行专题讲座，并发放讲课内容的宣传资料，

时间安排在星期六及星期天，每次讲授 30分钟，每周 1次，共 3
次。讲座内容包括糖尿病的临床表现、治疗及糖尿病并发症预防

措施等，重点讲解血糖正确监测方法、注意事项，强调必须做到

以下 6点：①测血糖前用温水将双手揉擦洗净。②定时测血糖。

③重视餐后血糖。④采血过程中，避免局部挤压，尽量用侧面，

擦去第一滴血，待第二滴血自然滴入。⑤如连测两次低血糖，及

时就医。⑥如连测两次血糖 13mmol/L以上，及时就医。

4.3.2进行操作示范

医务人员对正确监测血糖的方法分组进行示范，并在示范者

的指导下让学习者进行反复操作训练直至基本掌握血糖仪监测

技能。结束后，患者在家庭成员的协助下在家中按学习的操作方

法进行自我血糖监测，同时家庭成员发挥督导作用。如因病情等

原因患者不能进行自我监测时，则由其家庭成员进行测量。

4.3.3正确的予以肯定，错误者及时纠正

发放1份相关音像资料，遇到疑难问题随时与医务人员联系，

以熟练掌握血糖监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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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发放并填写血糖动态变化记录表

发放印有日期、时间、血糖、服药情况等项目的记录表，嘱

患者定时填写以记录血糖动态变化。

4.3.5回访改善

40天时间，医务人员每 20天电话回访 1次，共 2次，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

4.3.6评价方法

用多维度健康状况心理控制源量表的比较，由医务人员在改

善前和改善 40天后分别向 60例病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

括：对监测血糖重要性是否知晓;对血糖仪使用注意事项是否掌握;
血糖仪使用方法是否掌握;对血糖控制的理想范围是否知晓;对血

糖测定结果的意义是否了解等五个项目，调查表回收率 100%。

收集 60例调查对象记录的不同血糖监测结果。

4.3.7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0.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结果

5.1改善前、后患者多维度健康状况心理控制源量表的比较

经过改善心理控制源因素将患者血糖监测知晓率达 100%;对

血糖仪使用注意事项改善前仅有 23人掌握，改善后有 58人掌握;
对自测血糖仪正确使用方法改善前有 25人掌握，改善后 60人全

部掌握;对血糖控制的理想范围改善前知晓率为 68%，改善后知晓

率为 100%;对血糖监测结果的不同意义改善前仅有 12人了解，

改善后有 56人了解。可见改善后 60例患者基本掌握了有关血糖

监测仪使用的自护知识和技能。

5.2改善前、后患者血糖控制效果比较

改善前 60例患者血糖均未有效控制，改善后基本控制在理

想水平，见表 1。

表 1 改善前、后血糖控制效果比较( x ±s)

时 间 空腹血糖( mmol/L) 餐后 2h 血糖( mmol/ L)

干预前 9.66±2.16 12.05±2.12

干预后 5.10±0.87 6.02±1.36

6.结论

心理控制源是预测健康相关行为的重要个性化因素，依据个

体心理控制源结果通过改善消渴目患者血糖监测得到提高从而

使血糖得到有效控制，延缓并发症发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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