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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协同护理模式应用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护理效果 
To study the nursing effect of collaborative nursing mode applied to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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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协同护理模式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护理效果。方法：本院选取 20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的收治时间为 2022

年 3 月到 2023 年 3 月。分组方式选择随机量表法，200 例患者等比例分成两组：一组采取常规护理设为对照样本；另外一组则展开协同护理，

设为观察对象。对比两组 2 型糖尿病患者护理前后血糖水平、生活质量评分、自我管理能力、依从性以及护理满意度评分。结果：相比较而言，

观察组 2 型糖尿病患者展开协同护理模式后，血糖明显降低，生活质量显著提升，自我管理能力提高、观察组患者的依从性、护理满意度均高

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 2 型糖尿病患者展开协同护理模式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病情，降低血糖水平，同时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改善

患者治疗依从性具有显著效果，值得推广。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nursing effect of cooperative nursing mode in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Methods: 200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in our hospital. The patients were admitted from March 2022 to March 2023. Randomized scale method was used for 

grouping, with 200 patient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 equal proportion: on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as the control sample; The other group 

will engage in collaborative care and set it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life quality scor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complianc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 of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blood glucos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ir quality of life, 

improved their self-management ability, and their complianc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collaborative nursing mode for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atient's condition, reduce the blood 

sugar level,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patient's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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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

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改变，导致糖尿病发生率显

著升高。该疾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产生极大

的影响，目前尚无特效药能够完全根治患者病情，主要是通过药物

干预的方式稳定患者血糖水平[1-4]。然而，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除

了良好的治疗方式以外，采取合适的护理方法对改善患者病情同样

具有意义。协同护理服务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护理手段，能够从多角

度、多方面、多项目对患者进行协同干预，从而有效稳定患者病情，

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本次研究中对本院收治的 200 例糖尿病患

者展开具体分析，探讨不同护理服务模式的应用价值，详细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中，一共随机抽选出 200 例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2 型糖

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间起始点范围：2022 年 3 月到 2023

年 3 月。200 例患者均符合二型糖尿病诊断标准，且均对本次研究

知情。排除患有其他恶性肿瘤疾病，合并严重并发症、血液系统疾

病、肝肾功能障碍、心脑血管疾病、治疗依从性差等患者。采用简

单随机法将 200 例患者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100 例。 

观察组：男、女性人数例数分别为：54 例、46 例，患者年龄

范围：18~80 岁，平均年龄为：65.3±3.2 岁，糖尿病病程范围 1 到

5 年，平均为：3.4±0.2 年。 

对照组：男女患者例数分别为：55 例、45 例，患者的年龄范

围：18~80 岁，平均为：65.4±3.1 岁。糖尿病病程范围：1~5 年，

平均病程范围：3.5±0.3 年。 

对比两组糖尿病患者的基本资料并无统计学差异性（P＞0.05）。 

1.2 方法 

常规护理——对照组 100 例糖尿病患者，护理方式：对患者进

行健康教育指导，向患者普及糖尿病知识、糖尿病用药管理，做好

患者的血糖监测、相关注意事项，对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进行预防治

疗，加强患者对疾病的认知，促使患者能够了解自身病情，积极主

动的配合护理工作。 

观察组 2 型糖尿病患者则展开协同护理模式[5-6]：（1）首先，

安排专业的护理人员及主治医师，责任护士成立协同护理小组。所

有护理人员均经过系统性培训，考核完成后入岗。具备丰富的护理

知识、临床经验，充分掌握协同护理的相关内容。对所有成员进行

沟通技巧培训，能够与患者及其家属保持高效沟通，积极引导患者

家属充分参与到日常护理工作当中，并起到协助、监督、管理作用。

（2）协同护理的展开，能够与患者及其家属之间建立良好的护患

关系，可以通过患者家属充分了解患者对病情认知情况，并对患者

展开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加强健康宣教指导。（3）协同护理模式

可以让患者自己参与到护理工作当中，通过不断强化患者的自我健

康意识，提高患者的自觉性以及家属的配合度，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4）全面展开协同护理模式，通过协同护理模式对患者进行心理、

病情等多方面管理。心理护理的展开，主要是通过与患者家属、朋

友进行密切配合，嘱咐亲朋好友多关心患者并陪伴在患者身边，给

予患者更多的关心与爱护，促使患者能够保持乐观积极的面对疾病

和生活。在病情护理方面，嘱咐患者家属加强监测，每天对患者的

餐前、餐后血糖进行监测，要遵循医嘱，按时按量服用降糖药物，

确保用药效果。 

1.3 观察指标 

①两组 2 型糖尿病患者护理前后血糖水平对比。 

②两组 2 型糖尿病患者护理前后自我管理能力、生活质量评分

对比。自我管理行为评分标准采用（SD-SCA）进行评价，对患者

自我管理能力包括：饮食、运动、血糖监测以及用药情况等多个方

面进行评价，满分为 100 分。日常生活质量评分标准采用 SF-36，

以总分为评价指标，满分为 100 分，分值越高代表患者生活质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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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③对比 2 组患者护理前后治疗依从性、护理满意度。治疗依

从性、护理满意度均采用本院自制调查量表进行评价，各项评分标

准 0~100 分，分值越高代表患者依从性、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0.0，计量资料采用（ sx ± ）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n,%表示，X2 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2 型糖尿病患者护理前后血糖水平对比 

护理前，观察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对比无统计学意义：

P＞0.05；护理后，观察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 2 组 2 型糖尿病患者护理前后血糖水平（ sx ± ）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 2h 血糖（mmol/L） 糖化血红蛋白（%）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11.53±0.88 9.22±0.68 10.44±0.96 9.05±0.85 9.97±0.58 8.32±0.95 

观察组 11.54±0.86 8.03±0.54 10.45±0.57 7.53±0.88 9.95±0.57 7.11±0.97 

t 0.056 8.911 0.079 9.952 0.045 7.869 

P 6.868 0.000 9.022 0.000 6.340 0.000 

2.2  两组 2 型糖尿病患者护理前后自我管理能力和生活质量

水平对比 

护理前两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生活水平对比，

无统计学差异，P＞0.05；护理后，观察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各项能

力明显改善，与对照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2）。 

表 2  对比 2 组 2 型糖尿病患者护理前后自我管理能力及生活

质量（ x s± ） 

SD-SCA SF-36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80.21±2.87 84.57±4.15 80.77±3.48 83.68±3.29 

观察组 80.24±2.85 88.95±4.03 80.76±3.25 88.54±3.21 

t 0.455 9.864 0.932 8.903 

P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 2 型糖尿病患者护理前后依从性、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 2 型糖尿病患者护理前依从性、满意度与对照组相比较：

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依从性、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

0.05（见表 3）。 

表 3   对比 2 型糖尿病患者护理前后依从性、护理满意度

（ sx ±  分） 

治疗依从性 护理满意度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78.35±3.53 80.24±2.38 77.59±3.45 83.47±2.58 

观察组 78.30±3.56 84.58±2.15 77.80±3.43 89.95±2.45 

t 0.085 8.863 0.314 7.749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2 型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主要是因为胰岛素分泌过低或

者胰岛素抵抗导致的内分泌失调。该疾病常见于中老年人群中，并

且会对患者的各个脏器、血管功能产生慢性损伤，因此需要引起高

度重视[7-8]。相关研究证实，糖尿病的发展与饮食、生活习惯等多方

面均有影响，而且该疾病病程长，患者需要终身用药，不仅会导致

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还会对患者造成极大的心理负担[9-11]。随着时

间的推移，患者身心健康受到较大的影响，所以，在患者接受治疗

期间，加强护理干预措施非常重要，协同护理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

护理手段，该护理服务模式强调以患者实际情况作为出发点，并以

责任制护理作为基础，鼓励患者和家属参与到护理工作当中。打破

以往的患者被动接受护理模式，并且全面调动患者的护理积极性，

从而使其发挥主观能动性，既保证各项护理工作能够顺利完成，还

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12]。 

在本次研究当中可以看出，观察组患者采取协同护理服务模式

后，患者的各项护理指标与对照组相比均存在统计学差异性：P＜

0.05。可以证实，协同护理服务在 2 型糖尿病患者当中，具有较高

的应用价值，能够充分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促使患者严格遵

循医嘱进行用药，提高疾病康复效果，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13]。 

总而言之，协同护理模式在 2 型糖尿病患者当中具有显著作用，

既能够提升患者的依从性，还能够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效降低血糖水平，应用价值较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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