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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科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的综合管理研究 
杨晓 

(运城市中心医院  山西省运城市  044000）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针对内分泌疾病患者治疗管理时，选择预防与健康促进的综合管理对内分泌疾病病人自尊、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影

响。方法 在开展实验时，研究人员纳入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9 月中内分泌疾病的患者 400 名进行研究为保障实验可参考性与可对比性，

将 400 名患者进行随机两组均分，按照患者入院的时间单双号将患者随机进行分组记录为对照组与实验组，组内均包含 200 名患者进行研

究，分别应用不同的治疗方式。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治疗管理，实验组患者应用团队合作与协调治疗管理，评估治疗管理结果。结果 研究

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两组患者对比分析，实验组患者的自尊量表评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存在（P＜0.05）。结论 预防与健康促进的综合管理对内分泌疾病病人的自尊、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具有积极的影

响。这一结果强调了预防与健康促进的综合管理在内分泌疾病管理中的重要性，为改善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提供了有益的治疗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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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与环境变化的不断影

响，人群中出现内分泌疾病的比例逐年上升。内分泌疾病，

包括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肾上腺疾病等，不仅影响患

者的生理健康，还会对其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造成重大影

响。因此，寻找有效的治疗和管理策略，以预防内分泌疾病

的发生和发展，促进患者健康，已成为现代医学研究的重要

领域之一。在此背景下，综合管理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疗

管理方式受到了广泛关注。它不仅涵盖了疾病的传统治疗，

更加入了预防、健康促进等多维度的干预措施，旨在通过多

学科团队合作，为患者提供全面、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此模

式认为，疾病管理不应仅仅局限于对疾病本身的治疗，而应

更多地关注患者的整体健康状态，包括身体、心理和社会适

应等方面。综合管理模式的实施，旨在通过提高患者自我管

理能力、优化生活方式、改善心理状态等措施，达到延缓疾

病进展、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此外，这种模式还强调预防

的重要性，通过早期干预，减少疾病的发生率，从而在更广

泛的层面上促进社会健康。本次研究探讨分析针对内分泌疾

病患者治疗管理时，选择预防与健康促进的综合管理对内分

泌疾病病人自尊、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开展实验时，研究人员纳入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9

月中内分泌疾病的患者 400 名进行研究为保障实验可参考

性与可对比性，将 400 名患者进行随机两组均分，按照患者

入院的时间单双号将患者随机进行分组记录为对照组与实

验组，组内均包含 200 名患者进行研究，分别应用不同的治

疗方式。 

实验组中 112 例男性患者，88 例女性患者，年龄 60-86

岁之间，平均年龄（69.3±3.4）岁，对照组中 109 例男性患

者，91 例女性患者，年龄 70-85 岁之间，平均年龄（70.2

±4.2）岁。 

患者基本资料完整，经由研究人员对年龄与性别等指标

进行评估后，确定所有患者可比性良好（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按照医生的建议和处方进行药物治疗，包括

控制血糖和血压的药物等。医务人员密切监测患者的药物使

用情况，并确保患者按时、规律地服用药物。医务人员提供

基本的饮食指导，包括控制总热量摄入、限制蛋白质和盐的

摄入等。 

实验组患者接受预防与健康促进的综合管理，具体方式

如下。 

1.2.1 个体化疾病管理计划的制定与执行 

从医务人员的角度出发，制定个体化疾病管理计划是预

防与健康促进中的首要步骤。这一策略要求医务人员深入了

解患者的疾病类型、病程阶段、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及社会

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基于这些综合信息，制定一套针对性强、

可行性高的个体化治疗与管理方案。该方案不仅包括药物治

疗，还涵盖饮食管理、体育活动、心理辅导等多维度的健康

促进措施。为有效执行这一计划，医务人员需定期与患者进

行交流，根据患者的反馈和治疗效果，适时调整管理方案。

此外，医务人员还需对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教育，增强患者

的自我管理能力，鼓励患者积极参与到疾病管理中来，从而

实现更好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提升。 

1.2.2 生活方式的综合干预 

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内分泌科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医务人员需指导患者根据自身条件合理调整

饮食习惯，如采用低糖、低脂肪和高纤维的饮食原则，同时

根据患者的具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计划。此外，适当的

体育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医务人员应根据患者的体能状况

和偏好，推荐合适的运动项目，并指导患者掌握正确的运动

方式，避免运动过度或运动伤害。在生活方式干预中，医务

人员还应重视患者的心理健康，提供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服

务，帮助患者应对因疾病而产生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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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面的生活方式干预，可以有效地控制内分泌疾病的发

展，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2.3 监测与评估机制的建立 

在内分泌疾病的综合管理中，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监

测与评估机制是保证管理效果的关键。医务人员应定期对患

者的生理指标进行监测，如血糖、血压、体重等，以及进行

必要的辅助检查，如血液检测、尿检、心电图等，以全面评

估患者的健康状况和疾病控制情况。同时，也需评估患者的

生活质量、心理状态等非生理指标，以全面了解患者的健康

状态。基于监测与评估的结果，医务人员需及时调整治疗方

案和管理措施，确保患者能够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此外，

医务人员还应通过数据分析，识别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不断优化管理策略，提高管理效率和效果。 

1.2.4 多学科团队合作 

内分泌科疾病的预防与健康促进需要多学科团队的密

切合作。除了内分泌科医师外，团队中还应包括营养师、体

育教练、心理咨询师、护士等专业人员，通过各自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医务人员之间

的紧密协作可以确保患者在各个方面都能得到科学、有效的

指导和帮助，从而提高治疗和管理的整体效果。为促进多学

科团队的高效合作，医院或医疗机构应建立团队协作的机制

和流程，定期召开案例讨论会，共同分析患者病例，制定和

调整治疗管理计划。此外，还应加强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和

培训，不断提升团队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 

1.3 评价标准 

记录患者生活质量评分与患者睡眠时间和入睡时间，评

价患者的生活质量与睡眠质量。 

采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对患者进行自尊评价，满分 20

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自尊感受越优。 

1.4 统计学方法 

患者的基本资料完整，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评价 P

值结果。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与生活质量对比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与生活质量对比 

组别 
入睡时间

（min） 
睡眠时间（h） 生活质量评分 

实验组

（n=200） 
36.45±10.41 7.12±0.63 95.26±0.26 

对照组

（n=200） 
80.65±9.16 5.54±0.71 89.64±0.58 

X2 9.6215 10.6207 9.1654 

P 0.0000 0.0000 0.0000 

2.2 两组患者的自尊评价结果对比 

两组患者对比分析，实验组患者的自尊量表评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存在（P＜0.05）。 

表 2 两组患者的自尊评价结果对比 

组别 自尊量表评分 

实验组（n=200） 16.12±2.26 

对照组（n=200） 11.45±3.36 

T 9.2878 

P 0.0000 

3 讨论 

内分泌科疾病，涉及人体内分泌系统的多种病症，包括

但不限于糖尿病、甲状腺功能紊乱、肾上腺疾病等，这些疾

病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理健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心理和

社会问题。由于内分泌疾病往往与患者的生活习惯密切相

关，因此，其预防与治疗策略也应着重于生活方式的调整及

心理健康的支持。 

本次研究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在睡眠质量和生活

质量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且自尊量表评分也显著高于对照

组。这些差异的显著性不仅说明了综合管理策略在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方面的有效性，也强调了其在促进患者心理健康方

面的重要作用。预防与健康促进的综合管理策略之所以能够

取得显著的效果，关键在于其全面考虑了患者的生理、心理

及社会需求，不仅仅关注疾病的治疗，更加强调健康生活方

式的培养、心理支持以及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此外，

这种管理模式还涵盖了多学科团队合作，通过营养师、体育

教练、心理咨询师、护士等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为患者提

供全面的支持和服务，从而有效地改善了患者的整体健康状

况。 

预防与健康促进的综合管理对内分泌疾病病人的自尊、

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具有积极的影响，本次研究结果强调了

预防与健康促进的综合管理在内分泌疾病管理中的重要性，

为改善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提供了有益的治疗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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