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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在社区糖尿病患者中应用护理干预对预防糖尿病足的影响。方法：入选本次试验的 100 例受试患者，是我院社区医院在

2020 年 5 月到 2021 年 7 月之间收治的。将其打乱重新分组，分别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个研究组划分到 50 名研究患者，干预组实施社区

专项护理，对照组实施普通护理。比对不同研究组患者的相关知识掌握水平。结果：干预后的每个阶段的考核评分，均是干预组高于对照

组，且患者依从性也高于对照组，P 值＜0.05。结论：专项社区护理与普通护理手段相比，具有明显优势，适合积极应用到临床糖尿病治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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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作为慢性疾病的一种其并发症严重威胁着患者的生命

安全，其中糖尿病足作为最严重的并发症，已经成为国际医疗界首

要关注的卫生问题【1】。伴随疾病发展，后期患者将面临截肢危险，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目前针对糖尿病并发症的主要治疗原则

是“早预防早治疗”，并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2】。本研究选择我社

区医院治疗的 100 名糖尿病病人作为受试对象，旨在研究护理干预

对糖尿病足的预防作用，将报告整理如下。 

1.基线资料和一般方法   

1.1 基线资料 

入选本次试验的 100 例受试患者，是我院社区医院在 2020 年 5

月到 2021 年 7 月之间收治的。将其打乱重新分组，分别为干预组

和对照组，每个研究组划分到 50 名研究患者，两组资料详见表 1，

比对以上资料，有可比性。 

表 1 两组临床资料（ sx ± ，n%） 

组别 例数 男 女 年龄 

干预组 50 22 28 59.2±4.6 

对照组 50 21 29 59.1±5.8 

X2 - 0.0680 0.0740 

p - 0.7942 0.9413 

1.2 方法 

对照组：应用普通护理干预手段。 

干预组：应用专项护理干预，具体如下：⑴早期为糖尿病被患

者普及疾病知识，普及方式可以包括座谈会和宣讲等形式。健康教

育内容主要包括如何平稳控制血糖水平、减少糖尿病并发症的产

生。在进行知识普及时可以结合当前网络技术，进行幻灯片播放，

使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更易于接受。⑵加大随访力度：可以通过上

门随访为糖尿病患者示范如何正确进行足部护理，建立微信公众小

程序，为社区患者解决糖尿病有关问题。⑶为患者提供专业的饮食

指导，严格限制脂肪摄入，根据患者血糖数值制定不同的膳食搭配，

日常进行适当体育锻炼，一般在餐后 2 小时进行慢走、瑜伽等有氧

运动。 

1.3 观察指标 

通过我社区自制的糖尿病知识考核表和依从性调查问卷分别

收集两组护理干预后半个月和两个月后的考核分数和依从性。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其中，依从性为计数资料，

采用卡方检验，考核评分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中，若两组数据

之间 p 值小于 0.05，则代表患者在以上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对比两组糖尿病足知识考核评分 

干预前，两组评分相比差异较小，干预后的每个时间段，两组

考核评分差距较大，P 值＜0.05，具体资料详见表 2。 

 

 

表 2 两组糖尿病足知识考核评分对比（ sx ± ，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15 天 干预后 60 天 

干预组（n=50） 62.20±12.21 86.12±26.21 96.12±19.21 

对照组（n=50） 62.21±11.23 71.35±22.23 79.58±25.22 

X2 0.0033 2.3539 2.8576 

p 0.9974 0.0220 0.0059 

2.2 对比两组依从性 

干预组依从性与对照组相比，数值更高，P 值＜0.05，具体资

料详见表 2。 

表 3 两组依从性对比（n，%） 

组别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干预组

（n=50） 
35（70.00） 11（22.00） 4（8.00） 46（92.00） 

对照组

（n=50） 
28（56.00） 7（14.00） 15（30.00） 35（70.00） 

X2    7.8622 

p    0.0050 

3.讨论 

糖尿病足（英文简称：DF）是指糖尿病患者足踝部神经血管病

变，出现感染破溃的症状。患者肌肉和骨骼发生改变，伴随病程延

长可能出现组织坏死继而截肢。患者通常表现为局部疼痛、麻木、

皮温下降等症状【3】。临床研究显示由于糖尿病足导致的截肢患者死

亡率已超过 22%。虽然现今临床糖尿病的治疗方案和技术已经逐渐

提升，更多的治疗方案不断被推出，但治疗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心

理和经济压力，同时治疗效果也并不能保证。因此针对该病应坚持

早预防的治疗原则，早期进行有效筛查和血糖控制，进行有效的护

理干预，提升居家护理的有效性【4-5】。文章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

的每个阶段的考核评分，均是干预组高于对照组，且患者依从性也

高于对照组，P 值＜0.05。 

综上所述，专项社区护理与普通护理手段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适合积极应用到临床糖尿病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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