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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体检中心健康管理对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作用。方法：从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我院体检中心接收的糖尿病患者

中进行随机有效抽取，总计纳入 102 例，根据电脑随机分组法予以分组处理，对照组 51 例行常规护理，观察组 51 例进一步实施健康管理干预。对

比两组护理后的健康生活情况及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结果：护理干预后，观察组中的遵医嘱服药、合理饮食、积极运动占比数均高于对照组（P<0.05）。

护理前，对应生活质量评分差异不明显（P＞0.05）；护理后均有明显提高，且观察组所测评分较对照组处于更高水平（P＜0.05）。结论：体检中心健

康管理的实施利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促进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可积极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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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属于较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病程较长，目前尚无确

切有效的根治方式，多通过药物及加强自身管理等进行干预[1]。体

检是人们了解自身身体健康状态的重要手段，而通过健康管理的实

施有助于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加深其对疾病的认识，帮助其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定期的健康体检对及时了解自身健康状态具有重要

意义，而在体检过程中实施相应的护理干预可更好的提高患者的依

从性，利于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从而更好的达到控

制血糖水平的目的。基于此，本文将对我院体检中心 2020 年 1 月

至 2022 年 6 月期间内接收的糖尿病患者若干实施分组护理干预，

旨在探究健康管理的应用效果，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体检中心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内接收的糖尿

病患者中展开随机抽取，共取 102 例展开。按照电脑随机分组法加

以随机规范化分组处理，单组总数均为 51 例。对照组中，男、女

患者分别为 39 例、12 例。年龄涉及区间为 42~77 岁之间，中位年

龄为（52.13±3.50）岁。观察组中，男、女患者分别为 35 例、16

例。年龄涉及区间为 43~79 岁之间，中位年龄为（52.32±3.00）岁。

通过对两组患者基本信息展开比较分析，所得结果显示差异不明

显，均衡可比（P＞0.05）。 

1.2 方法 

实施常规护理的为对照组，就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健康管理干

预的为观察组，主要干预内容如下：（1）疾病健康知识宣教：根

据患者的基本信息选择合适的方式对患者进行知识宣讲，涉及起病

机制、表现 、治疗防范等。耐心解答患者疑问，帮助患者纠正固

有错误认知。建立微信沟通群，定期推送相关知识，鼓励患者积极

分享健康生活习惯。（2）饮食干预：根据患者实际饮食喜好为其

制定合理科学的饮食方案，严格控制高糖分食物的摄入，禁食辛辣

刺激食物，一日三餐，规律饮食。（3）运动干预：指导患者积极

运动，每天至少运动半小时，根据自身实际耐受力合理调整运动强

度。（4）提前向患者发放体检须知单，讲解体检注意事项，解答

患者疑问，保证患者在规定时间内正常完成相关体检项目。 

1.3 观察指标 

（1）观察比较两组护理后的健康生活情况，以我院自制评估

量表展开，主要包括有遵医嘱服药、合理饮食、积极运动三项。（2）

评比两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利用 SF-36 生活质量评分量表展开评

估，百分制，所得评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佳。 

1.4  统计学分析 

利用 SPSS26.0 系统版本对涉及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处理，对计

数资料的表述将以(%) ²呈现，积极施以χ 检验；对计量资料的表

述将以( sx ± )呈现，积极施以 t 检验，若 P＜0.05 则为存在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后两组健康生活情况对比 

对两种组护理后的健康生活情况展开统计，观察组的遵医嘱服

药、合理饮食、积极运动占比数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护理后两组健康生活情况对比  [n(%)] 

组别 遵医嘱服药 合理饮食 积极运动 

观察组(n=51) 50（98.04） 49（96.08） 48（94.12） 

对照组(n=51) 40（78.43） 39（76.47） 40（78.43） 

χ² 9.444 8.279 5.299 

P 0.002 0.004 0.021 

2.2  护理干预后两组生活质量对比 

未进行护理干预前，两组所得生活质量评分不具有较大差异（P

＞0.05）；护理后均有提高，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评分更高

（P<0.05）。见表 2。 

表 2  护理干预后两组生活质量对比  ( sx ± ，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51) 66.59±2.56 89.25±3.20 

对照组(n=51)    66.26±1.03 80.05±2.50 

t 0.854 16.179 

P 0.395 ＜0.001 

3 讨论 

 糖尿病具有较高发病率，对人们的健康状况有着较大影响，

主要以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状态为表现[2-3]。定期体检是人们了解自

身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在行检过程中对患者进行健康管理，能够

帮助患者提高依从性，增加对疾病知识的了解度。在进行健康管理

过程中，除了重视对患者的健康知识宣讲，还注重对其进行积极健

康的饮食、运动指导，使患者能够及时纠正自身的不良行为习惯，

加强自我管理，通过严格遵医嘱用药、合理控制饮食、加强锻炼等

方式来有效控制病情发展。从本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观察组护理

后的健康生活情况明显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亦较对照组更高

（P＜0.05）。 

综上所述，在体检中心实施健康管理，有助于改善糖尿病患者

的生活质量，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对病情的恢复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可展开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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