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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延续护理对糖尿病足患者足部护理知识与自我管

理能力的影响分析 
哈依卡·木哈提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目的：分析 PDCA 循环延续护理对糖尿病足患者足部护理知识与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方法：以我院收治的糖尿病足部患者 70 例为

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n=35）和观察组（n=35），对照组（常规延续性护理），观察组（PDCA 循环延续护理），观察

组和对照组护理时间为 6 个月，对比两组患者的足部护理知识掌握、护理前后心理状态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结果：观察组的足部护理总掌

握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理前的焦虑、抑郁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后的焦虑、抑郁评分比对照组低，

P＜0.05；观察组的饮食、锻炼以及血压监测分数均比对照组的分数高，P＜0.05。结论：对糖尿病足患者采取 PDCA 循环延续护理可改善患

者的情绪、提高自我管理水平，使其对足部类疾病的认知增加，值得推广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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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属于糖尿病的一种，且并发症较多，严重患者会

出现截肢和死亡[1]。此病主要采取控制血糖的方式进行缓解，在

缓解的同时加入护理方式可促进患者的康复，延续护理是在患

者出院后采用跟踪调查的方法对患者的基本症状进行统计，在

糖尿病以及慢性病的护理中效果显著[2]。由于延续性护理缺少科

学性管理，导致护理的效果不佳，因此需采用更高效的护理进

行。本文对 PDCA 循环延续护理对糖尿病足患者足部护理知识

与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收治糖尿病足部患者 70

例进行分析，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例数均相同为 35 例，

对照组男性为 18 例，女性为 17 例，平均 39~84（62.68±3.06）

岁；观察组男性为 20 例，女性为 15 例，平均 41~79（62.02±

3.24）岁，对两组患者的资料进行分析，P＞0.05，无统计学意

义。 

1.2 方法 

对照组运用常规延续性护理，在患者进行住院前需对其身

体状况进行评估，根据患者的认知情况对其采取相应的知识宣

讲。1 个月之内对住院的患者进行电话访问，出院后的 1 周至 1

个月内进行家庭走访，对患者的血糖情况进行评估，在评估中

出现的不良情况采用合理的方式进行改正，使患者出现负面情

绪的概率减少。建立微信群，并在此群中发布关于此病的最新

数据，在出院后的半年内进行复查。 

观察组采取 PDCA 循环延续性护理，具体内容如下：（1）

计划阶段：在此过程中需对患者的基本资料以及其他身体指标

进行评估，评估后，满足患者以及家属的具体需求，可更好的

为其进行护理。（2）实施阶段：对患者采用电话访问的方式进

行询问，主要询问其血糖水平、出院后身体的具体情况，根据

患者饮食、运动的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告知患者自我护理

的具体方式，在进行家访或复查前需提前告知患者，确保患者

访问的时间充裕。（3）健康指导：在患者出院后的一个月内进

行上门拜访，询问患者有无出现行动不便的情况，对血糖的高

低进行研究，对于血糖波动较大的患者，需将具体情况告知其

家属，从而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对降糖药物以及胰岛素的具

体用药剂量进行告知，在用药正常的情况下，方可制定下一步

的计划。复查的最佳时间为出院后的 3~6 个月之间，评估患者

的身体指标，并对足部的皮肤进行观察，告知患者具体的护理

方式，从而促进其康复速度。（4）推送自护知识：采用建立微

信群的方式进行宣讲，护理人员需把群的二维码发放到患者的

手机里，让其自主加入，医护人员需在群里发放有关疾病的相

关知识，使患者的认知度增加。对于未使用智能机的患者，可

采取短信的方式进行。 

1.3 观察指标 

（1）采用问卷的方式对两组足部护理知识掌握情况进行分

析，满分为 100 分，完全掌握分数在 100~91 分之间、部分掌握

分数在 60~90 分之间，未掌握的分数为低于 59 分，总掌握率等

于完全掌握率加部分掌握率的总和。 

（2）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心理状态进行研究，分为焦虑

评分和抑郁评分，分数越低表示心理状态越好。 

（3）分析观察组和对照组的自我管理能力，包括饮食、锻

炼以及血压监测三部分，分数越高表示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对下表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均数±标准差表

示计量资料，t 进行检验，计数资料用[n（%）]，检验 X2，P＜

0.05，两组数据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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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两组足部护理知识掌握对比 

如表 1 所示，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足部护理知识掌握情况

进行观察，表示前者高于后者，P＜0.05，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比较两组足部护理掌握情况 

分组 例数 完全掌握 部分掌握 未掌握 总掌握率 

观察组 35 23 8 4 31（88.57） 

对照组 35 16 7 12 23（65.71） 

X2     5.1852 

P     0.0227 

2.2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 

如表 2 可见，护理前两组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

观察组的焦虑、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分组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5 61.68±4.46 50.22±2.62 63.02±3.68 50.10±1.86 

对照组 35 62.06±4.22 55.14±3.02 63.44±4.08 57.38±2.54 

t  0.3661 7.2802 0.4522 13.6805 

P  0.7154 0.0000 0.6525 0.0000 

2.3 观察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见表 3，观察组的饮食、锻炼以及血压监测分数均高于对

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表 3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分组 例数 饮食 锻炼 血糖监测 

观察组 35 11.62±1.23 11.68±1.06 11.76±0.88 

对照组 35 9.68±1.02 9.46±1.14 10.02±1.10 

t  7.1826 8.4370 7.3074 

P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糖尿病在发病时会损坏患者的四肢以及器官。如不对此类

患者采取有效的干预，会使其的生活能力受到影响[3]。由于无明

确的方法对血糖进行控制，从而导致糖尿病足部的发生率升高。

在为急性期的患者采取医治外，主要的护理方式为希沃防护，

且对此疾病的知识无明确的指导[4]。延续护理服务可在患者住院

前以及住院后进行护理，根据患者的需求不同采取针对性的护

理措施，有利于患者主动参与到调查中，对病情起到缓解作用

[5]。PDCA 循环的方式在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次数较多。此护理模

式是护理管理程序和方法的结合体，促进医生、护士以及患者

之间的关系，使患者对自身的具体情况拥有明确的认知情况，

在行为上约束自己[6]。PDCA 循环延续护理可对患者自身的具体

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从患者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规律以

及用药情况作为切入点进行指导，分析在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从而想出解决方案。对患者会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帮助患者

解决此问题，采用针对性的护理方式对患者进行干预，使其能

更好的融入社会，保持良好的心态面对疾病[7]。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足部知识掌握率高于对照组，

P＜0.05，有统计学意义，PDCA 循环的组成包括计划的制定到

实施、对实施的结果进行检查和处理进行护理工作，可通过电

话访问、知识推广的方式进行，有利于增加患者对此疾病的护

理认知度；护理后观察组的焦虑、抑郁情况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的饮食、锻炼以及血压的监测结果比对照组高，P

＜0.05。 

综上所述，给予糖尿病患者 PDCA 循环延续护理，提高患

者对足部护理的认知度，缓解负面情绪，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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