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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在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鲁秀秀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内分泌代谢病科  吉林长春  130000） 

摘要：目的：探究人性化护理用于内科糖尿病患者护理的治疗效果。方法：将我院在 2023 年 3 月～2023 年 10 月这段时间内收治的 100 例

糖尿病患者作为本次内内分泌科研究主体，以电脑打乱顺序的方式将 100 例糖尿病患者分成对照组 50 例和研究组 50 例，对照组（常规护

理模式）、研究组（人性化护理模式），统计对照组和研究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血糖值变化情况、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指标的评分。结果：

研究组的以上两项比对效果明显强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清晰，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人性化护理在糖尿病患者护理中的效果突

出，一方面有利于糖尿病患者提升自身对疾病的自我管理能力；另一方面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患者的血糖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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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中糖尿病属于慢性病[1]，因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习

惯的不同，以及受家族遗传因素影响，致使我国糖尿病患病人

数呈上升趋势，当前糖尿病发病群体越来越年轻化，引起了医

学界的广泛关注。随着我国护理学的日渐精进与完善，人性化

护理干预模式开始向各类疾病中渗透[2]，取得的效果也在各临床

中体现了出来。鉴于此，本次研究对内分泌科糖尿病患者的护

理采取临床中最优质的人性化护理模式[3-4]，现将治疗效果做如

下报道。 

1.研究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在 2023 年 3 月～2023 年 10 月这段时间内收治的 100

例糖尿病患者作为本次内分泌代谢疾病的研究主体，以电脑打

乱顺序的方式将 100 例糖尿病患者分成对照组 50 例和研究组

50 例。其中在对照组中共有 14 例男性患者，36 例女性患者，

年龄 38-72 岁，平均年龄（49.96±2.19）岁；研究组中共有 23

例男性患者，27 例女性患者，年龄 51-73 岁，平均年龄（56.43

±2.25）岁；纳入本次内分泌代谢疾病研究的所有患者都进行

了临床相关医学检查，以上 100 例患者被诊断为糖尿病；不符

合本次糖尿病研究条件的包括：身体其他器官有严重损伤或者

身患精神类疾病、恶性肿瘤疾病等不可参与本次研究；不能全

程参与并配合本次研究的患者不可参与。经仔细查阅并翻看以

上对照组和研究组患者的各项资料，发现两组资料无比对性，

差异不存在，其中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模式）。（1）督促患者严格规范的服用医

生开具的降糖药物，同时还要把控药物的服用时间、药量和每

天服药次数；（2）向每位患者做好常规的有关糖尿病疾病的宣

教工作，由此提升每位患者对糖尿病疾病的思想认知以及提升

患者的治疗配合度。（3）教给患者在家中学会自测血糖的方式

方法，这样可以使患者每天都能了解自身血糖高低状况，通过

记录每天餐前餐后的血糖值，将结果反馈给医生，有助于医生

及时准确的为患者提供精准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案。 

研究组（人性化护理模式）。人性化护理模式涉及护理的方

方面面，主要包括：（1）对患者渗透有关糖尿病的临床表现。

患者意识丧失，出现睁眼困难或者是无法用语言唤醒，出现严

重的酮症酸中毒；视力衰退，看东西模糊变形。（2）向患者宣

教引发糖尿病的四大因素。其一，糖尿病与家族遗传有直接关

系，有家族糖尿病遗传病史的患糖尿病的风险较高[5]，也有些人

因身体免疫以及生活作息习惯较差，那么也会诱发糖尿病。其

二，身体肥胖，长期摄入高糖高脂类的食物，或者因不良的生

活方式也会使胰岛素调节血糖的功能变弱，进而增加了患者患

糖尿病的风险[6]。其三，随着机体日渐衰老，胰岛细胞功能也会

越来越薄弱，此时血糖调节能力也会变差从而出现糖尿病。其

四，对于妊娠期的女性来说，因孕期增加而出现身体激素水平

升高，此时就会对胰岛素调节血糖功能造成影响，也会损害胰

岛素细胞，诱发妊娠糖尿病。（3）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因糖尿病患者长期受这种慢性疾病的困扰，随着时间的发展病

情一旦没有得到控制，反而加重的情况下，患者不良情绪就会

助长。此时护理人员应该耐心地帮助患者将患病前后的心态进

行对比，并且将困扰患者的压力来源找出来，这样才能有针对

性的按照患者实际的心理诉求安排最佳的护理服务。（4）提升

患者个人管理的认知。向患者讲解在糖尿病患病期间的个人管

理是推动疾病治疗的关键。在患者治疗基础上还要为患者做好

一切护理铺垫，护理人员需以人性化护理视角为不同患者制定

日常作息表及饮食规划方案[8]，指导平时喜欢食用高热量及高脂

肪类食物的患者要节制饮食，每天三餐控制食物摄取量，不可

食用动物内脏或者动物油，避免血脂升高而出现动脉硬化情况，

同时护理人员指导患者如何进行血糖指标的自我监测，以及如

何正确的注射胰岛素[9-10]等。另外还要指导患者科学用药。 

1.3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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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血糖值变化情况、比较两组患者

对护理服务指标的评分。 

1.4 统计学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涉及的所有试验数据运用 SPSS28.0 进行分析，用 t

检验计量资料（ sx ± ），用 X2 检验计数资料数据，以 P＜0.05

作为衡量本次试验差异性的标准，表示具有一定的统计学价值。 

2.结果 

2.1 统计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血糖值变化情况，具体详见表

1. 

表 1 统计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血糖值变化情况 

空腹血糖值（mmol/L） 餐后 2h 的血糖值（mmol/L）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50） 14.44±3.66 7.79±2.45 16.59±3.11 9.39±2.52 

研究组（n=50） 15.01±3.69 6.57±0.63 16.66±2.88 6.52±0.61 

t 0.55 5.81 0.04 8.11 

P P>0.05 P<0.05 0.170 P<0.05 

2.2 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指标的评分，具体详见表 2. 

表 2 较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指标的评分 

类 别 优 良 差 评分率（%） 

对照组（n=50）26（52.00）11（22.00）13（26.00）39（74.00） 

研究组（n=50）39（78.00）9（18.00） 2（4.00） 48（96.00） 

X2 - - - 3.783 

P - - - <0.05 

3 讨论 

糖尿病是临床内分泌科较为常见的代谢疾病，因现代人饮

食不节制以及生活习惯不佳，给予糖尿病可趁之机。该病的发

病群体开始年轻化，每年的发病率也呈攀升趋势，已经成为严

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人性化护理是一种可以使护理模式变得灵活的护理方式，

主张一切护理内容尊重患者的心理诉求，将护理方式向人性化

方向发展，从传统的护理模式弊端中跳跃出来，给予每位患者

多方位的人性化护理服务，时刻为患者的需求作为整个糖尿病

护理工作的着重点，同时在患者的生活方式上以及自我血糖监

护、用药、饮食、运动方面给予人文关怀，与患者长期的血糖

自我监测需求相匹配，为血糖控制增效，避免糖尿病并发症发

生。 

综上所述，经研究分析，本次研究中研究组队糖尿病患者

实施的人性化护理优于对照组常规的护理干预。患者在控糖期

间身心都得到了人性化关怀，这对于长期患病的患者无疑是雪

中送炭，该护理方案值得在广大糖尿病患者中推广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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