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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护理对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遵医行为

及血糖的作用研究

刘玮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讨在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护理中施加人文关怀护理对患者血糖水平、遵医行为的作用。方法：

抽取时间段选定为 2019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抽取病例数为 70 例，抽取疾病类型为老年 2型糖尿病，以此作为研究样本，

经双盲法将患者分为实验组与参照组，每组各 35 例，两组患者均需要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施加人文关

怀护理，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血糖水平变化情况以及护理配合度。结果：实验组患者的空腹血糖、餐后 2小时血糖与糖化血

红蛋白等指标均低于参照组，数据间的差异有意义（P<0.05）；实验组的护理配合度明显高于参照组，数据间的差异有意义

（P<0.05）。结论：对 2 型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常规护理中施加人文关怀护理干预的临床有效性较高，可以有效降低患者血糖，

提升患者的遵医行为，对临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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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均有

明显上升，其中糖尿病是比较常见的慢性疾病，好发于老年

患者，因此发病率呈现出上升趋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常规药物干预只能控制患者的血糖水平，不能治愈疾病，为

了能提升血糖水平的控制效果，在常规药物干预上还需予以

护理干预，改善患者的生活习惯与饮食习惯，科学控制饮食

与运动，最终提升患者的护理效果[1]。常规护理内容旨在控

制患者的病情，主要是通过嘱患者遵医嘱用药方法改善病

情，偏向于药物指导。随着医疗服务水平不断上升，临床越

来越重视患者对疾病的感受，旨在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有效

的护理干预，其中人文关怀护理照顾到患者的心理变化，能

改善患者的情绪，从而达到改善患者血糖水平的作用。本文

旨在分析人文关怀护理应用于老年 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临床

有效性，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我院 2019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收治的老年 2型糖

尿病患者当中抽取 70例作为研究对象，经双盲法将其分为

实验组（35 例）与参照组（35例）。其中实验组男性 22 例，

女性 13例患者的年龄为 65-86 岁，平均年龄（75.46±3.04）

岁；患者的病程范围为 2-18 年，平均病程（9.87±1.85）年。

参照组男性 20例，女性 15 例；患者的年龄范围为 65-88 岁，

平均年龄（75.02±3.42）岁；患者的病程范围为 2-20 年，平

均病程（9.28±1.49）年。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均显示为 P>0.05，可进行对比研究。两组患者均与我院签署

知情同意书，表明知情并同意加入研究；研究内容已经获得

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方法

两组患者均需要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具体内容为：医生

根据患者的病情状况开具药物，护理人员根据医嘱指导患者

用药，并让患者了解到遵医嘱用药的重要性。

实验组患者则还需施加人文关怀护理干预，内容如下：

（1）强化心理护理：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要以热情、耐心

的态度对待患者，通过与患者沟通了解患者的心理变化情

况，如不能准确判定则可通过心理量表进行评估，分析患者

不良情绪发生状况，并据此为患者制订个性化心理疏导工

作；通过沟通让患者了解良好的心理对疾病的作用，让患者

通过不同的方式保持积极的心态面对疾病，鼓励患者家属多

陪伴患者，提升患者的依从性。（2）血糖监测：每周需要

对患者的血糖与体质量进行监测 2 次，对于血糖控制水平不

理想的患者需要予以一对一宣教，询问患者日常行为与用药

情况，分析血糖控制不理想的原因，并根据原因予以对症措

施，如对于忘记服药的患者需要每日提醒用药等，合理控制

患者的血糖水平；如果患者的血糖水平始终控制不理想，则

应该及时联系医生更换用药方案。（3）并发症预防护理：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的方式寻找 2型糖尿病可能会出现的并发

症，并对其采取相应的预防护理，如针对高渗性昏迷并发症，

需要适当增加患者的日常饮水量，根据患者的病情状况适当

应用免疫抑制剂、利尿剂等药物；针对糖尿病足，则应该要

为患者使用有保护性作用的鞋袜，避免患者的足部发生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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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指导患者正确的修剪脚指甲方式。

1.3 研究指标

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血糖水平变化情况（餐后 2 小时血

糖、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以及护理配合度。

1.4 数据处理

本次数据处理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血糖水平变化

情况采用（ X ±S）表示，t 检验；护理配合度采用百分比（%）

表示，卡方检验，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为 P<0.05 则表明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患者的血糖水平变化情况

实验组患者的血糖水平变化情况低于参照组，P<0.05，

数据见表 1。

表 1 比较患者的血糖水平变化情况（ X ±S）

组

别

例

数

空腹血糖水平

（mmol/L）
餐后 2 小时血糖水

平（mmol/L）
糖化血红蛋白

水平（%）

实

验

组

35 5.44±1.76 8.33±2.45 6.15±1.05

参

照

组

35 7.82±1.92 11.37±3.35 8.34±2.34

t 5.4059 4.3334 5.0516

P 0.0000 0.0000 0.0000

2.2 对比患者的护理配合度

实验组患者的护理配合度高于参照组，P<0.05，数据见

表 2。

表 2 患者的护理配合度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依从 依从 不依从 配合度

实验

组
35 26（74.29） 9（25.71） 0（0） 35（100.00）

参照

组
35 18（51.43） 10（28.57） 7（20.00） 28（80.00）

X² 7.7778

P 0.0053

3 讨论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各种慢性疾病发病率有明显上

升，老年人的体质比较差，且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患者的身

体素质将越来越差，患慢性疾病几率越来越高[2]。老年 2 型

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目前对于患者的诊疗方法通常是应用

药物作用改善患者的血糖水平，同时需要结合饮食与行为干

预，合理控制病情。常规护理方法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病情，

主要是通过对患者应用药物干预，依靠药物作用稳定血糖水

平，有一定的效果但并不显著[3]。人文关怀护理施加在常规

护理下能提升护理效果，改善患者的血糖水平，在本次研究

当中，对患者的护理干预内容主要为并发症预防护理、心理

疏导以及血糖监测，并发症预防护理可以降低患者糖尿病并

发症发生率，改善患者的预后；心理疏导则能让患者以积极

的心态面对疾病，对降低患者的血糖水平有一定的作用；血

糖监测便于医护人员及时了解患者的血糖水平变化情况，针

对患者的血糖水平予以相应的护理干预，提升护理有效性[4]。

就结果上看：实验组患者的护理配合度明显高于参照组，

P<0.05；实验组患者的血糖水平变化情况明显低于参照组，

P<0.05。

综上所述，在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护理中施加人

文关怀护理干预对患者的有效性比较显著，能提升患者的遵

医行为，降低血糖水平，有效控制患者的病情变化，预防并

发症，应用价值比较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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