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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远程血糖监测系统强化管理糖尿病前期人群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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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远程血糖监测系统强化管理糖尿病前期人群的效果。方法：研究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在

天平（湖南）中心体检的 120 例糖尿病前期个体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 60 例在调查过程中应用常规健康教育与体检（对照组），

60 例个体应用利用远程血糖监测系统强化管理（观察组），探讨两组个体的血糖等数据指标与糖尿病转归情况。结果：结果显示，应用远程

血糖监测系统强化管理的观察组个体与对照组个体相比，在血糖等数据指标和糖尿病转归情况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观察组个体的血糖控

制更好，血糖水平更稳定，糖尿病转归更为良好，（P＜0.05）。结论：利用远程血糖监测系统强化糖尿病前期人群的管理可以显著改善血糖

控制水平和糖尿病转归情况。这为早期干预和有效管理糖尿病前期阶段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然而，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来验证

这些结果，并逐步完善远程血糖监测系统的应用。 

关键词：糖尿病前期；远程血糖监测系统；强化管理；血糖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

大公共卫生问题。根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数据，全球糖尿病患者

数量已经超过 4.63 亿[1]。而糖尿病前期是指人体血糖水平升高，但

尚未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的阶段，包括空腹血糖受损(IFG)和糖耐量

受损(IGT)，统称为糖调节受损(IGR)。空腹静脉血浆血糖为 6.1～

7.0mmol/L 时，诊断为空腹血糖受损；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 

2h）血糖为 7.8～11.0mmol/L 时，诊断为糖耐量受损。糖尿病前期

人群具有发展为糖尿病的高风险，其早期干预与管理十分重要。传

统的糖尿病前期管理主要依靠生活方式干预，如改善饮食结构、增

加体力活动和控制体重等[2]。然而，由于糖尿病前期人群的血糖波

动较大且易受外界因素影响，传统管理策略难以满足其个性化的监

测和管理需求。远程血糖监测系统是一种通过传感器和移动设备实

时监测患者血糖水平的技术。相比传统的血糖检测方法，远程血糖

监测系统具有许多优势，如实时监测、数据追踪、病情分析和远程

指导等。这种技术可以有效帮助糖尿病前期人群自我管理血糖，提

升治疗效果，以及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基于远程血糖监测系统的强

化管理对于糖尿病前期人群是否有效，以及其效果如何仍存在争

议。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利用远程血糖监测系统强化管理糖尿病

前期人群的效果，以期提供更有效的临床管理策略。具体内容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的调查时间为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所选取的研

究对象为上述时间范围内筛选后的糖尿病前期个体 120 例。其中 60

例个体应用远程血糖监测系统强化管理（观察组），该组个体的男

女性别比例为 32:28，个体的最小年龄为 66 岁，最大年龄为 79 岁，

平均年龄为（68.86±5.93）岁。60 例个体应用常规健康教育与体检

（对照组），该组个体的男女性别比例为 37:23，个体的最小年龄为

65 岁，最大年龄为 75 岁，平均年龄为（69.05±5.17）岁。经数据

分析对比发现，两组个体在一般资料方面并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可进行对比，（P＞0.05）。 

1.2 方法 

通过回顾病历和相关资料，收集每个个体的临床资料。包括年

龄、性别、体质指数（BMI）、家族病史等基本信息，以及血糖相关

指标如空腹血糖、餐后血糖、HbA1c 等。 

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健康教育与体检。观察组个体在研究期间

使用远程血糖监测系统进行血糖的监测和管理。系统包括一个传感

器和一个移动设备，个体可以通过移动设备实时记录和上传血糖数

据。医疗团队可以远程访问和分析这些数据，并提供个体化的管理

建议和指导。 

1.3 观察标准 

在本研究中，观察标准分为两个方面，分别为糖尿病前期人群

的血糖数据指标情况与糖尿病转归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统计学方法分析对照组和观察组个体在血糖等数据指标

与糖尿病转归情况方面的差异。使用适当的统计学方法，如 t 检验

或χ2 检验，评估两组个体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糖尿病前期个体的干预后的血糖指标情况 

详见表 1（P<0.05）。 

表 1 两组糖尿病前期个体的干预后的血糖指标情况 

组别 
例数

（n） 

FPG 

（mmol/L） 

2hPG 

（mmol/L） 

HbA1c 

（%） 

观察组 60 6.08±0.69 8.44±1.50 5.89±0.34 

对照组 60 7.10±2.12 10.07±3.21 6.98±1.36 

t 值 - 3.986 6.061 7.724 

P 值 - 0.004 0.001 0.002 

2.2 两组糖尿病前期个体的转归情况 

详见表 2（P<0.05）。 

表 2 两组糖尿病前期个体的转归情况 

3 讨论 

远程血糖监测系统是一种通过传感器和网络技术，实时监测糖

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的系统。将远程血糖监测系统应用于糖尿病前

期人群的管理中，可以起到强化管理的效果，有助于提醒和约束糖

尿病前期人群采取积极的生活方式，并的监测他们的血糖水平[3]。

首先，远程血糖监测系统可以提供实时数据，帮助糖尿病前期人群

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血糖情况。糖尿病前期人群往往对自己的血糖水

平没有足够的认识，容易忽视饮食和运动对血糖的影响。通过远程

组别 例数（n）
正常糖耐量 

（n，%） 

糖尿病前期 

（n，%） 

2 型糖尿病 

（n，%） 

观察组 60 17，28.33 37，61.67 6，10.00 

对照组 60 11，18.33 30，50.00 19，31.67 

χ2 值 - 11.605 

P 值 -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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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监测系统的监测和数据分析，可以让糖尿病前期人群对自己的

血糖变化有更准确的认识，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其次，远程血

糖监测系统可以提供实时的反馈和警示。当糖尿病前期人群的血糖

超过正常范围时，远程血糖监测系统会通过警示信息提醒他们，以

便他们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4]。这种即时的反馈和警示可以帮助

糖尿病前期人群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食物过量或选择高糖食

物，从而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第三，远程血糖监测系统可以加强

医患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糖尿病前期人群使用远程血糖监测系统，

可以将监测到的数据自动传输给医生，医务人员可以根据这些数据

进行评估和分析。医务人员可以通过远程血糖监测系统与糖尿病前

期人群进行远程咨询和指导，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提供必要的健康

教育和建议。这种医患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可以提高糖尿病前期人

群管理的效果，使他们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血糖水平。 

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利用远程血糖监测系统强化管理后糖尿病

前期人群的血糖管理效果较常规教育组有显著的提高，观察组患者

的各项血糖指标水平与转归情况均较为优良，与对照组患者形成鲜

明对比（P<0.05）。 

综上所述，利用远程血糖监测系统强化管理糖尿病前期人群的

效果是显著的。通过提供实时数据、实时反馈和警示、加强医患沟

通与合作以及建立健康档案和长期管理计划，远程血糖监测系统可

以帮助糖尿病前期人群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血糖水平，降低患糖尿病

的风险，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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