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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急救护理干预在急诊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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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在急诊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护理过程中应用急救护理干预的作用。方法：在 2018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期间医院收治
的急诊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中选取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采用急救护理干预，对比临床护理
效果。结果：研究组护理有效率高于对照组；经护理，两组患者的血糖指标均有所改善，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以 P<0.05，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价值。结论：在急诊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护理过程中，通过急救护理干预的应用，有利于提升患者护理综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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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人员指出，作为内分泌科常见疾病之一，糖尿病对于患者

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大。总的来看，该病的致病因素相对较为复杂，
遗传因素、不良饮食习惯、运动量不足以及免疫系统异常等因素均
有可能导致该病的出现[1]。在临床过程中，该病可导致患者血糖数
值的大幅升高，基于此，患者体内酮体分泌量可出现增高，若不能
及时进行合理治疗，则可导致患者出现酮症酸中毒性状，继而对其
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2]。研究人员指出，在急诊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患者护理过程中，基于传统护理模式下，医护人员所提供的护理服
务水平尚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提升，基于此，医护人员针对急救护
理干预模式进行了探究与分析，从而有效推动了护理要点的调整与
改良。本文针对在急诊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护理过程中应用急救
护理干预所取得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现整理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18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期间医院收治的急诊糖尿病酮症

酸中毒患者中选取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分为两组，对照组男 30 例，
女 10 例；年龄 55~77 岁，平均（65.45±2.01）岁；研究组男 25 例，
女 15 例；年龄 57~80 岁，平均（65.61±2.04）岁。在基本资料方
面，以 P>0.05，证明差异无统计价值。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护理干预，主要内容如下：①密切监

测患者生命体征，在必要时应引导患者进行吸氧。②合理做好病房
环境的营造，为患者创建一个安静的休养氛围。③及时解答患者及
其家属的相关疑问。 

1.2.2 研究组  采用急救护理干预，主要内容如下：①医疗健
康知识宣讲：医护人员应积极做好对于相关医疗健康知识的有效宣
讲，从而帮助患者进一步实现对于自身病情的充分理解与合理认
识，以便确保其可以配合医护人员开展护理工作。②不良情绪疏导：
在护理期间，医护人员应积极做好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从而正
确评估患者心理状态并对其不良情绪进行针对性疏导，以便帮助患
者实现紧张焦虑等负性心理的合理缓解。③饮食护理：在饮食方面，
为了进一步帮助患者实现临床症状的合理改善，医护工作人员应为
其制定相应的膳食计划，从而确保患者实现低糖饮食。④药物护理：
医护人员在急救护理期间应采用双静脉埋针的方式对患者进行干
预，以便确保对于相关药物的及时输注，在此期间，应遵循医生建
议使用胰岛素对患者进行血糖控制。 

1.3 观察标准 
本次研究将患者护理效果、血糖指标作为观察指标。其中，护

理效果分为显效、有效以及无效，显效表示患者血糖指标基本恢复
正常，有效表示患者血糖指标有所改善，无效表示患者血糖指标无
变化。血糖指标包括空腹与餐后两小时血糖。 

1.4 统计学方法 
选取 SPSS21.0 软件处理数据，使用%表示计数资料，行χ2 检

验，使用（`x±s）表示计量资料，行 t 检验，以 P<0.05，表示数据
差异具有统计价值。 

2 结果 
2.1 患者护理效果对比 

研究组护理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价值（P<0.05）。
见表 1。 

表 1 患者护理效果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研究组 40 20 19 1 97.50 
对照组 40 12 22 6 85.00 

χ2 - - - - 3.914 
P - - - - <0.05 

2.2 患者血糖指标对比 
经护理，两组患者的血糖指标均有所改善，且研究组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价值（P<0.05）。见表 2。 
表 2 患者血糖指标 

空腹（mmol/L） 餐后 2h（mmol/L）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0 9.37±0.95 5.25±0.53 10.19±0.98 8.35±0.65 
对照组 40 9.36±0.92 6.85±0.55 10.20±1.01 9.89±0.71 

t - 0.048 13.249 0.045 10.118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作为急诊科常见问题之一，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可对患者健康造

成严重影响。基于此，为了进一步实现患者健康的充分保障，医护
人员针对患者护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索，从而有效推动了
急救护理干预模式的合理调整[3]。实践表明，通过相关护理工作的
有序落实，医护人员可以帮助患者进一步实现对于血糖指标的充分
控制，对于患者健康的维系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4]。与此同时，基
于这一护理模式下，医护人员可以帮助患者有效实现对于不良心态
的及时缓解，对于患者康复信心的建立与护理依从性的提升具有积
极的推动价值。与此同时，对于患者而言，通过相关护理工作的落
实，有利于实现患者健康的充分保障[5]。 

本次研究数据显示，通过急救护理干预工作的开展，患者急救
护理效果得到了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其血糖指标均得到了相应的
改善。 

综上，在急诊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护理过程中，为了进一步
实现护理质量的合理提升，医护人员应积极做好急救护理干预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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