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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分析将糖尿病健康教育应用于内分泌科护理的临床效用及

价值。方法：选取 2018 年 10 月-2020 年 11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糖尿病患者 116

例，其中实施常规护理的患者有 58 例，将其作为本次实验的对照组；其余在常

规护理基础上实施糖尿病健康教育的患者 58 例，作为本次实验的观察组。对比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相关生理指标、自我管理能力评分、用药方法认知度评分、

饮食方法认知度评分、发病机制认知度评分、护理满意率。结果：经以不同的护

理方案，护理后，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的血糖指标、糖化血红蛋白指标均较低

（P<0.05），在自我管理能力及对用药方法、饮食方法、发病机制认知程度等四

个方面的评分上均获得较高评分（P<0.05），观察组的护理满意率也更高（P<0.05）。

结论：在内分泌护理中应用糖尿病健康教育，可显著控制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

糖化血红蛋白指标，并增强患者各方面的自我保健意识与疾病认知度，提升其自

我管理能力，患者的护理满意率也随之显著提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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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糖尿病已成为一种常见病，具有较高的发生

率，且逐渐呈现出了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患者主要会表现出长期持续的高血糖

特征，所以患者一般需要终身间歇性治疗，通常以长期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或者

注射胰岛素为主要治疗手段，故患者的受健康教育程度、自我保健意识在一定程

度上极大地影响疗效[1-2]。本研究对 116 糖尿病患者展开实验研究，探讨分析将

糖尿病健康教育应用于内分泌科护理的临床效用及价值，现作如下报告。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0 月-2020 年 11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糖尿病患者 116 例，依据

护理方案的差异将其分为两组，均 58 例。对照组包括男性 31 例，女性 27 例，

平均年龄（51.96±3.28）岁；观察组包括男性 30 例，女性 28 例，平均年龄

（52.07±3.15）岁，比较两组的一般资料，发现具可比性（P>0.05）。纳入标



准：①均经临床检查，均满足糖尿病的评判标准。②患者、家属均知情同意。③

施行本研究前已从医院伦理委员会处获得审批。排除标准：①中途退出者。②存

在严重心肝肾等相关系统疾病或严重血液系统疾病。③具有精神障碍性疾病、意

识不清、无法沟通者。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包括：常规的用药说明，指导患者正确服药、进

行定期的血糖监测及记录，常规健康宣教、出院指导等。

观察组在上述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行糖尿病健康教育，包括：①向患者及

家属普及相关知识。先调查患者及家属对糖尿病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再按照调

查结果进行分组，然后针对性地向患者和家属进行健康教育知识的宣讲与普及，

包括向他们补充缺乏的知识、纠正错误认知、加强已有知识的认知程度等，可采

取的方法有定期开展线上线下讲座、邀请相关专家或医生为患者及家属解答疑问

等，确保每位家属和患者对糖尿病的发病机制、治疗方法、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有

充分的认识。②发放相关资料。向患者及家属发放相关的宣传手册，本院可综合

患者实际情况，将患者常见问题的解答、常见误区、用药方案、饮食方案、相关

知识等打印出来发放给患者，让其时常查阅，加强认识。③督促患者健康生活。

为患者制定合理的饮食方案、运动方案，指导患者正确进食，适当运动，以保证

减轻体重指数，使患者放弃不利的生活方法和相关认知，叮嘱家属监督患者养成

健康的生活习惯[3]。④建立微信公众号。建立微信公众号，让患者及家属均关注

该公众号，医护人员在平台上定时发布相关的健康知识，并且在后台提供疑问解

答和问题咨询功能，帮助患者及家属及时解惑、提供帮助。⑤心理护理。为有需

要的患者提供心理护理，帮助患者扭转错误认知，纾解不良心理，树立起战胜疾

病的积极信心，并持续鼓励、关怀与肯定患者。

1.3观察指标

（1）对比分析护理后两组患者的相关生理指标，包括：糖化血红蛋白、空

腹血糖、餐后 2小时血糖。

（2）对比分析护理后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评分、用药方法认知度评分、

饮食方法认知度评分、发病机制认知度评分，调查工具为我院自制的调查问卷，

上述各项满分均为 100 分，分值越高代表自我管理能力越强、认知越全面。



（3）对比分析护理后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护理满意度为四级：非常满

意、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将非常满意、满意、一般满意的例数之和占总例

数的比率作为本次研究的护理满意率。

1.4统计学方法

统计数据时采用 SPSS22.0 软件，采取χ2（%）检测计数资料，采取 t（ sx  ）

检测计量资料，P＜0.05 则视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表1 护理后两组患者的相关生理指标对比（ sx  ）

组别 n 糖化血红蛋白(%)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 2小时血糖(mmol/L)

对照组 58 8.0±0.51 7.6±0.86 11.3±2.02

观察组 58 6.4±0.57 6.1±0.72 9.1±1.15

t / 7.021 6.889 6.539

P / 0.011 0.010 0.008

根据表 1的数据来看，经以不同的护理方案，护理后，相较于对照组，观察

组的血糖指标、糖化血红蛋白指标均较低（P<0.05）。

表 2 护理后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评分及对用药方法、饮食方法、发病

机制认知程度的评分对比（分， sx  ）

组别 n 自我管理能力评分 用药方法认知度评分 饮食方法认知度评分 发病机制认知度评分

对照组 58 72.36±5.75 75.81±4.22 78.49±5.64 72.65±5.76

观察组 58 96.89±5.56 98.67±3.92 97.34±4.51 95.61±4.65

t / 12.697 12.864 11.897 12.341

P / 0.001 0.001 0.001 0.001

根据表 2的数据来看，经以不同的护理方案，护理后，相较于对照组，在自

我管理能力及对用药方法、饮食方法、发病机制认知程度等四个方面的评分上，

观察组均获得较高评分（P<0.05）。

表 3 护理后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对比（n，%）

组别 n
满意度

满意率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对照组 58 24（41.38） 12（20.69） 8（13.79） 14（24.14） 44（75.86）



观察组 58 31（53.45） 17（29.31） 9（15.52） 1（1.72） 57（98.28）

χ2 / 19.647

P / 0.000

根据表 3的数据来看，经以不同的护理方案，护理后，相较于对照组，观察

组的护理满意率更高（P<0.05）。

3讨论

糖尿病属于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患者的主要症状就是血糖水平长期保持在

较高水平、多饮多食多尿、体重持续下降等，糖尿病会引起人体多系统损害，且

大部分组织器官都会随着病情发展而发生慢性病变、衰竭，糖尿病对患者的正常

生活会造成极大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均会受损，所以患者较高的保健意识、良

好的心理状态均是保证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
[4]
。本研究对 116 例糖尿病患者进行

实验探究，发现将糖尿病健康教育应用于内分泌科护理的效果较佳。

本次研究中，经以不同的护理方案，护理后，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的血糖

指标、糖化血红蛋白指标均较低（P<0.05），在自我管理能力及对用药方法、饮

食方法、发病机制认知程度等四个方面的评分上均获得较高评分（P<0.05），观

察组的护理满意率也更高（P<0.05），说明将糖尿病健康教育应用于内分泌护理，

可显著提升整体的护理效果，增强患者保健意识，提升护理满意率，这与李健
[5]

在糖尿病健康教育应用于内分泌科护理工作中的价值观察中的研究结果基本保

持一致，进一步佐证了糖尿病健康教育确实可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控制有较

好的促进效果，同时有利于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究其原因，增强患者的健康教育知识及其自我保健意识是提升患者治疗配合

度的关键因素，所以本次研究中采取的健康教育分别从五个不同的方面进行，保

证全面性地促进患者的健康教育程度，首先是针对性地为患者和家属做好知识普

及与健康宣教，通过多种方式，使患者和家属正确地认识疾病，更多地了解疾病，

增强认知，直接提升患者对疾病与治疗的认知程度，并且还为他们发放了纸质资

料，确保有据可循，随时查阅。其次，为患者制定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

运动习惯，并督促其实施，有利于控制患者的体重指数，健康的生活习惯配合药

物治疗，能使治疗作用发挥至最大
[6]
。同时辅以微信公众号平台，既可以使患者

及家属随时获取相关的健康教育知识，又能为其提供线上咨询平台，最后，为有



需要的患者提供心理护理，可有效消除患者的不良心理，帮助患者建立治疗信心。

通过全面的健康教育，患者的自我保健意识、自我效能均能得到大幅提升，患者

的疾病控制效果、自我管理能力、对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护理满意度等均自然

随之提升。

综上所述，在内分泌护理中应用糖尿病健康教育，可显著控制糖尿病患者的

血糖水平、糖化血红蛋白指标，并增强患者各方面的自我保健意识与疾病认知度，

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患者的护理满意率也随之显著提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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