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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 COPD 患者经糖皮质激素治疗并实施饮食指导对血糖升高副反应的预防效果。方法：选取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
我院收治的 COPD 患者 92 例，按照数字随机法分为试验组 46 例与对照组 46 例，所有患者均给予静脉滴注 10mg 地塞米松治疗，对照组实
施常规饮食护理，试验组依据患者情况实施针对性饮食指导，观察记录两组患者干预 3d 与干预 7d 后餐后 2h 血糖及空腹血糖水平。结果：
干预 3d 两组患者餐后 2h 血糖水平与空腹血糖水平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 7d 后试验组餐后 2h 血糖水平与空腹血糖水平低于
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COPD 患者经糖皮质激素治疗并实施针对性饮食指导可有效预防血糖升高副反应，效果显著，值
得临床推广及应用。 
关键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激素治疗；餐后 2h 血糖；空腹血糖；饮食指导 

 
临床常见的一种慢性疾病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后造成患

者肺功能降低，症状恶化，给患者生活质量带来严重影响。大多数
COPD 患者年龄大，自身机体抵抗能力较差，容易反复感染。临床
治疗以糖皮质激素为主。然而，在激素治疗过程中，容易出现糖代
谢紊乱、血糖升高等不良反应。因此，在治疗期间应用采取有效护
理措施预防血糖升高。其中饮食是引发血糖升高的主要因素，故要
加强 COPD 患者饮食指导。本研究选取我院收治的 92 例 COPD 患
者，所有患者均实施糖皮质激素治疗，分别实施常规饮食与针对性
饮食指导，探究其血糖升高副反应预防效果，现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COPD 患者 92 例，
按照数字随机法分为试验组 46 例与对照组 46 例。其中对照组男 26
例，女 20 例，年龄 55～72 岁，平均年龄（60.12±6.37）岁。试验
组男 25 例，女 21 例，年龄 55～73 岁，平均年龄（60.24±6.51）
岁。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满足 COPD 相关诊断标准；患者及其家
属知晓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
标准：精神疾病；认知功能障碍；餐后 2h 血糖与空腹血糖不正常；
糖尿病史。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
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饮食护理，内容包括激素应用相关知识、普通

饮食指导等。 
试验组在上述基础上依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饮食食

谱，其中 1 份生主食，包括干豆类、燕麦、玉米、米等，共 25g，1
份新鲜蔬菜，包括西红柿、菜瓜、茄子等，共 500g，蒜苔、扁豆、
胡萝卜、洋葱等，共 200～350g。1 份新鲜水果，共 200g。1 份鲜
蛋、生肉类，70g 禽肉，25～50g 畜肉，80～120g 鱼虾，1 个鸡蛋。
1 份油脂类，南瓜子、葵花籽 25g，西瓜子 40g，核桃仁、花生米
15g。依据患者体重情况，对每日摄入总热量进行计算，共进行 7d
饮食指导。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干预 3d 与干预 7d 监测两组患者餐后 2h 血糖与空腹血

糖水平。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应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正态计量资料
采用“ ±s”表示，组间比较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n）表
示，计数资料组间率（%）的比较用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干预前两组患者餐后 2h 血糖水平与空腹血糖水平比较，无统

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试验组餐后 2h 血糖水平与空腹血糖水
平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糖指标对比 

餐后 2h 血糖 空腹血糖 组别 例数 
干预 3d 干预 7d 干预 3d 干预 7d 

试验组 46 11.52±1.53 7.41±1.19 7.74±1.31 6.42±1.15 
对照组 46 11.21±1.29 9.24±1.48 7.67±1.41 7.24±1.07 

t / 1.050 6.535 0.246 3.540 
P / 0.296 0.001 0.805 0.001 

3 讨论 
临床治疗 COPD 常用药物为糖皮质激素，多数患者需要长期用

药[1]。虽然能够改善 COPD 临床症状，但易出现诸多不良反应，如
糖代谢异常、血糖升高等。地塞米松作为常用治疗 COPD 的药物，
长期用药后患者血糖出现异常，激素体内药效对血糖变化产生一定
影响，激素剂量大、种类多、应用时间长，血糖水平较高[2]。另外，
糖皮质激素易促进胃酸与胃蛋白酶分泌，加快消化，使患者出现饥
饿感，食欲增加，不良饮食加快血糖升高，给患者治疗效果带来负
面效果[3]。 

因此，在治疗期间要严格控制饮食，避免患者出现血糖升高。
对于 COPD 患者进食以营养食物、低糖食物为主，并对摄入热量进
行严格控制。另外，摄入碳水化合物以杂粮、米面等多纤维食物为
主。若两餐间出现饥饿感可进食低热量蔬菜，如西红柿黄瓜等，其
不仅可以延缓脂肪与糖吸收，还可以加快胃肠蠕动，防止出现便秘
[4]。本研究结果表明，为患者制定饮食食谱后，干预 7d 后患者餐后

2h 血糖与空腹血糖水平均低于干预 3d，有统计学差异，提示饮食
指导可有效预防患者血糖升高。 

综上所述，COPD 患者经糖皮质激素治疗并实施针对性饮食指
导可有效预防血糖升高副反应，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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