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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眼科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中实施运动和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 筛选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眼科收治 300 例眼科 T2DM

患者开展平行比对，将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组，试验组 150 例，实施运动和护理干预，传统组 150 例，实施常规护理干预。结果：护理后两组

T2DM 患者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水平较比护理前降低，试验组 T2DM 患者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水平低于传统组，组间差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试验组 T2DM 患者治疗依从性 98.67%，高于传统组，组间差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整体护理满意度评估，试验组满意评分均值高于传统组，

组间差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眼科 T2DM 患者开展运动和护理干预，有效控制血糖水平，提高治疗依从性，患者满意度升高，护理优势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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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xercise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ophthalmic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Methods: a 

total of 300 T2DM patients admitted to ophthalmology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1 were screened for parallel comparison.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 = 150) received exercise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group (n = 150) 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nursing,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levels of T2DM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before nursing,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levels of 

T2DM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traditional group,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T2DM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8.67%,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raditiona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he evaluation of overall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average satisfaction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Exercise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ophthalmic T2DM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blood glucose level, improve treatment compliance,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nursing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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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糖尿病（T2DM）为临床常见慢性疾病，以中老年患者为主

要受众，临床学者针对 T2DM 发病机制尚无统一阐述，认为疾病病

因复杂，与遗传因素、饮食因素、机体免疫代谢具有密切关联[1，2]。

随着近年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T2DM 发病率升高，合并症增多，

随着年龄增大，机能减退，老年人视力水平降低，出现眼科疾病风

险性升高；受高血糖水平因素影响，眼部疾病患者视力恢复不佳，

为医学开展重点及难点对象，探究适配护理方案具有重要课题探讨

意义[3,4]。现本研究特针对运动和护理干预，在眼科 T2D M 患者应用

价值进行探讨，旨在为临床护理开展提供经验参照，所示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筛选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眼科收治 300 例眼科 2 型糖

尿病（T2DM）患者开展平行比对，将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组，

试验组 150 例，组内女 75 例，男 75 例，年龄范围 43-74 岁，平均

值（58.72±2.16）岁，T2DM 病史 1-20 年，平均值（7.72±1.06）

年，其中 T2DM 合并白内障患者 69 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81 例；

传统组 150 例，组内女 74 例，男 76 例，年龄范围 41-76 岁，平均

值（58.68±2.22）岁，T2DM 病史 1-18 年，平均值（7.67±1.11）

年，其中 T2DM 合并白内障患者 71 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79 例；

上述 2 组患者基线资料存在同质性，具有比对价值（P>0.05）。 

1.2 方法 

试验组实施运动和护理干预；（1）病情评估：针对眼科 T2DM

患者机体状况、血糖监测、受教育水平、自我管理能力、家庭状况

等指标进行客观评估，了解患者运动喜好及既往饮食习惯，制定针

对性运动锻炼方案，主要包括抗阻力训练及有氧训练为主，依据患

者个人喜好、年龄、机体耐受度等，选择合适有氧运动方式，主要

建议采用快走、散步、慢跑、上下台阶等[5,6]；在运动过程中规范动

作，以脚后跟先着地，依据患者机体耐受度及运动强度，调节肢体

摆动幅度等，于运动过程中注意保护，避免跌倒等情况发生[7,8]。（2）

护理干预：①认知行为宣教：采用通俗易懂语言，针对眼科 T2DM

患者机体状况进行客观评估，了解患者视力状况及疾病治疗需求，

针对疾病基础知识对患者进行讲解，要求护理人员声音洪亮，主动

热情，给予患者树立良好形象，借助自身专业知识帮助患者分析病

情，告知 T2DM 患者日常作息、功能锻炼开展重要性，提高患者疾

病知识掌握程度，加强护患沟通，建立良好护患关系，有效避免不

良医患纠纷情况发生[9,10]。②心理疏导：因患者视力情况不佳，生活

自理能力降低，护理人员增加病房巡视次数，主动与患者沟通，观

察患者有无不良情绪，通过采用环境护理、音乐疗法、转移注意力

等方式，改善患者焦虑紧张的负面情绪，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 

传统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依据眼科护理流程，开展针对性护

理措施。 

1.3 评价标准 

（1）比对两组患者空腹血糖、产后血糖数值； 

（2）评估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若患者可主动配合医务人员

开展治疗，自主进行血糖监测及饮食运动管理，即为完全依从；若

需医务人员、患者家属监督下开展，即为部分依从；若不符合上述

要求，即为不依从，计算依从性[11]； 

（3）采用眼科护理满意调研表，使用“是”“否”问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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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患者对医务人员满意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校验采用 SPSS24.0 软件分析，将 P<0.05 设为统计学差异

标准值。 

2 结果 

2.1 两组 T2DM 患者血糖水平统计 

护理后两组 T2DM 患者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水平较比护理前降

低，试验组 T2DM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水平低于传统组，组间差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 T2DM 患者血糖水平统计 [ sx ± /n=150] 

组别 时间 空腹血糖 餐后血糖 

传统组 护理前 8.53±1.79 12.59±2.64 

 护理后 7.35±1.52 9.02±2.38 

 t 值 6.154 12.301 

 P 值 0.000 0.000 

试验组 护理前 8.49±1.80 12.61±2.65 

 护理后 6.61±1.37 7.75±2.21 

 t 值 10.179 17.250 

 P 值 0.000 0.000 

2.2 两组 T2DM 患者治疗依从性统计 

试验组 T2DM 患者治疗依从性 98.67%，高于传统组，组间差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 T2DM 患者治疗依从性统计[n/%] 

组别 n 完全依从 部分依

从 

不依从 依从性 

传统组 150 54 71 25 83.33% 

试验组 150 92 56 2 98.67% 

X2     8.116 

P 值     0.000 

2.3 两组 T2DM 患者科室护理满意度统计 

经整体护理满意度评估，试验组满意评分均值高于传统组，组

间差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 T2DM 患者科室护理满意度统计 [ sx ± /分] 

组别 n 0-60 分 61-85

分 

86-100

分 

均分 

传统组 150 27 80 43 83.16±7.06 

试验组 150 9 70 71 91.47±8.51 

t 值     9.204 

P 值     0.000 

3 讨论 

T2DM 为中老年人常见慢性疾病，随着年龄增大，患有白内障、

青光眼等眼科疾病风险性升高[12]；据流行病学研究数据显示，T2DM

患者眼部健康不佳，与高血糖状态、机能减退具有密切关联，严重

影响老年患者晚年生活质量，开展针对性护理干预对策尤为重要[13]。

运动和护理干预针对眼科 T2DM 患者机体状况，选择针对性运动锻

炼方式，提高患者自我锻炼意愿，可有效改善机体免疫机制，促进

机体新陈代谢，辅以认知行为宣教及心理护理等优质服务，积极调

动患者主观能动性，加强护患协作，确保患者以最佳身心状态面对

治疗，有助于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14]。研究观察数据可知，护理后

两组 T2DM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水平较比护理前降低，试验组 T2DM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水平低于传统组，组间差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运动和护理干预通过积极开展运动锻炼，提高患者新

陈代谢，可提高胰岛素药物敏感性，提高降压效果。针对两组患者

治疗依从性评估可知，试验组 T2DM 患者治疗依从性 98.67%，高

于传统组，组间差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运动和护理干预可

提高眼科 T2DM 患者治疗依从性，通过纠正患者错误认知行为，帮

助患者树立健康生活方式，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有助于改善预

后；经整体护理满意度评估，试验组满意评分均值高于传统组，具

有可行性。 

综上，眼科 T2DM 患者开展运动和护理干预，有效控制血糖水

平，提高治疗依从性，患者满意度升高，护理优势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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