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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社区糖尿病护理是否影响病人的遵医行为给予分析；方法  自 2020 年下半年本社区糖尿病患者中确定 160 人进行探索，同

时区别为二个小组，对照组实施一般护理，观察组实施社区护理干预，比较了二个小组病人的真实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病人护理效果

较好，对照组稍差；结论  应用社区糖尿病护理方法能够使病人产生良好体验，促进其产生遵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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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指的是人的内分泌系统发生病变的疾病，大多情况下会

影响病人的一生。在时代快速更新的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收入不断
增多，食物质量越来越高，但同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糖尿病患者[1]。

实践表明，在糖尿病患者护理过程中实施社区护理干预能够促使病
人主动配合医护人员的操作，有利于将血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防
止病人病情加快发展。为了全面掌握社区护理对糖尿病患者遵医行

为的影响，笔者自 2020 年下半年本社区糖尿病患者中确定 160 人
进行探索，主要过程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自 2020 年下半年本社区糖尿病患者中确定 160 人进行探索，

其中男 91 人，女 69 人，年龄处于 37-68 岁之间，年龄平均数为 55.47
岁，患病时间为 1-9 年，平均数为 6.8 年，经有关科室全面审核，
全部参与研究病人均符合糖尿病判断标准。将其区别为二个小组，

比较二个小组病人的各项信息，其各类信息基本相似，意味着此研
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2 方法 
对照组引入一般护理，观察组引入社区护理方法，主要方法有：

第一，开展健康知识教育。护理人员开展健康知识宣传，利用在社

区宣传栏书写健康知识、发放知识画册、播放健康知识视频、讲解
有关糖尿病知识等各种做法，帮助糖尿病患者正确面对自身病情，
保证了病人情绪稳定，同时教给病人自行测量血糖的方法，明确血

糖变化的正常范围。再有，护理人员还需督促糖尿病患者日常起居
应该讲究一定的规律，作息时间要相对固定，不得接触烟酒，每天

清洗全身皮肤，及时更换内衣内裤，防止发生感染等并发症[2]。第
二，关注病人饮食。只有合理控制饮食，才能防止病人血糖发生突
然变化，开展其他治疗均离不开饮食的控制，如果糖尿病患者意识

不到控制饮食的重要性，在饮食方面不加节制，那么其他治疗方法
收效甚微。合理控制饮食可以减轻胰岛素的依赖性，防止身体内胰

岛细胞压力过大，保证胰岛细胞正常发挥作用，所以护理人员要依
据营养师制订的饮食标准为其合理规划饮食，保证糖尿病患者每天
摄入的热量合理，准确控制病人日常饮食数量，防止出现各类营养

搭配不合理的现象，对病人反复强调进食要做到定时定量。并详细
讲解饮食控制在治疗糖尿病中的重要性。只要病人确诊为糖尿病则

需严格依据医生要求做到科学饮食，并保证在较长时期内不得违
反，有利于及时纠正病人内分泌紊乱的情况，防止发生各类并发症
[3]。第三，合理运动。护理人员要结合病人的病情发展与身体素质，

为糖尿病患者制订科学的运动计划，也可在全面了解病人运动爱好
的情况下鼓励病人从事散步、慢路、体操等运动，要告诉病人每次
运动时间不得过长，要做到由易到难、由简入繁。第四，科学用药。

护理人员要对糖尿病患者认真阐述降糖药的基本情况，如药物名
称、药物功能、使用方法、服用数量，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

叮嘱病人中途不得私自停药，要做到长期坚持[4]。第五，解决病人
的心理问题。一旦确诊为糖尿病则需接受长时间的治疗，而且并发
症风险存在于治疗的各个环节，需要支出较高的经济费用，有时还

会出现治疗效果不理想的现象，所以有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抵触行
为，影响病症的治疗效果。在精神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有的病

人会表现为程度不同的心理障碍，结合病人对糖尿病不了解不认

识，因此治疗过程中极易出现紧张、躁动、担心等心理波动现象，
不能主动支持医护人员的操作。护理人员要及时采取合理的心理护

理方法，疏导病人的不良情绪，鼓励病人尽情表达自己的思想，为
病人详细讲解糖尿病知识，在与病人加强交流的过程中及时确定病
人的精神状态，明确告诉病人糖尿病是一种可以控制的病症，只要

主动配合医护人员的操作，则可防止病情反复，也可邀请治疗效果
突出的病人表述自己的治疗体验，有利于稳定病人心理。支持病人
与正在使用胰岛素的患者交流，以提高病人关于胰岛素的认识，打

消病人产生的疑虑，防止病人心理压力过大。同时鼓励病人家属与
其加强交流，使其意识到家庭成员对自己的关心爱护，感受良好的

家庭氛围，从而安心接受治疗[5]。 
2 结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后，对照组 80 人，遵医行为较好的 60 人，

占对照组人数的 75.00%。观察组 80 人，遵医行为较好的 78 人，
占观察组人数的 97.50%。二个小组数据表现为较大落差，表明观

察组病人护理结果较为理想，对照组稍差。 
3 讨论 
3.1 社区护理有利于控制病情 

社区护理干预以宣传教育为主，能够保证病人产生遵医行为，
主动参与体育锻炼、做到科学控制饮食，从而将病情发展控制在合
理范围内。但因为糖尿病具有一定的特点，只有督促病人在日常生

活中讲究一定的规律才能防止病情过快发展，杜绝出现各类并发
症。生活方式与药物治疗存在一定差异，生活方式的作用更加明显。 

3.2 社区护理促使病人合理运动 
身体过度肥胖、长时间缺乏运动等是引发糖尿病的主要原因。

大量糖尿病患者意识不到合理运动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的重要性，通

过护理人员反复宣传与教育，及时纠正了糖尿病患者的看法，促使
病人主动参与合理的运动，这对有效控制病情意义重大。 

4 结论 
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情况与本人的遵医行为密切相关，但当前大

量糖尿病患者意识不到遵医行为的重要性，在治疗过程中存在着一

定数量的抵触行为。本研究发现，社区护理干预能够引导病人主动
配合医护人员操作，达到有效控制病情的效果，所以社区护理干预

是一种适合在较大范围内宣传的护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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