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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针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应用医养结合模式的干预效果与价值。方法：随机选取 80 例接受治疗的糖尿病患者，择取时间于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2 月之间，依照随机抽签的方式将其分为实验组患者接受医养结合模式，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干预效果。结

果：实施医养结合模式实验组对血糖控制的有效率显著优于常规护理对照组血糖控制的效率，实验组、对照组之间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其差异具备

临床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的血糖情况较对照组患者更优，数据差异明显（P＜0.05）。结论：将医养结合模式运用于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

中可有效改善血糖水平，值得在临床中广泛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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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是一种严重且

发病概率高的代谢性疾病。糖尿病是全球流行性疾病，据世界卫生

组织估计，世界约有 6.6%的人口患有糖尿病，预计到 2030 年患病

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可高达 7.8%。并且在众多糖尿病患者中，

70%以上患者为发展中国家。糖尿病的发病不仅会影响一系列并发

症，同时还会导致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增加，同时会使微血管疾病例

如视网膜疾病，神经疾病，肾病发病率增加[1]。我为提升糖尿病患

者更好的控制自身血糖水平，特选取 80 例患者纳入实验，对患者

的护理效果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根据随机抽签的方法将被选的在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2 月

期间进行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平均分为实验组 40 例与对照组 40 例，

实验组中男性 20 例，女性 20 例，年龄为 40-80 岁，平均年龄为（65.00

±3.50）岁；对照组中 19 例女性，21 例男性，年龄为 41-80 岁，

平均年龄为（65.50±3.80）岁，两组被选的患者在性别与年龄等在

基础资料中数据无具备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所选

患者通过治疗均符合临床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1.2 方法 

1.2.1 给予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护理措施，包括饮食指导、测量

血糖与血压等。 

1.2.2 予以实验组运用医养结合模式干预方式，详细方法：（1）

健康教育，通过讲座或视频形式帮助患者详细了解糖尿病的病因与

症状以及导致并发症的相关知识，增强其对糖尿病的重视度，促进

其具体掌握对糖尿病血糖控制的手段，同时强化其自我护理[2]。（2）

饮食干预，根据患者的身高体重来计算患者每天需要的摄入热量，

针对患者的每日摄入热量来进行饮食方案的制定。要求每日三餐必

须要营养均衡，合理分配。每天要有碳水化合物 55%，蛋白质 15%，

脂肪 30%。同时热量分配按照每日餐食分为 6 次，总热量分三餐进

行分配。总热量包括早餐 20%，中午 35%，晚餐 30%。在三餐中间

均匀加餐量 5%[3]。（3）穴位按摩：找然谷穴时,可以先找到脚的内

踝骨,在内踝骨往前斜下方 2 厘米处有个高骨,高骨的下缘就是然谷

穴。但是这个位置的精气埋藏得较深,所以在刺激时一定要用力。按

下去,当感觉有酸胀感时再松开,再按下去,再松开。如此反复 10～20

次。鱼际穴:位置:鱼际穴属手太阴肺经的荥穴，位于第一掌骨中点

桡侧、赤白肉际处。方法:每天看电视的时候，用一手食指关节点按

鱼际穴，以感觉酸胀为好，两手互相点按。 

1.3 观察指标与分析 

1.3.1 分析对照组与实验组患者实施不同血糖护理模式后的血

糖控制效果，分为无效、有效、显效，总例数/（有效+显效）×100%=

有效率。 

1.3.2 观察对照组与实验组的患者使用不同治疗措施后的血糖

水平状况。 

1.4 统计学方式 

研究数据通过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观察，计数资料如控制

效果应用 X2 检验，以（n，%）表示，当结果 P＜0.05 时，表示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糖控制效率 

实验组血糖的控制有效率 100.00%明显好于对照组有效率

90.00%，组间存在一定的数据差异较(P<0.05)，详细数据，如表 1。 

表 1 对比两组血糖的控制情况（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实验组 40 37(92.50) 3(7.50) 0(0.00) 40(100.00) 

对照组 40 31(77.50) 5(12.50) 4(10.00) 36(90.00) 

X2 值     4.2105  

P 值     0.0402  

2.2 血糖指标对比 

实验组血糖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血糖指标，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血糖指标对比（n=40， sx ± ） 

组别 空腹血糖 餐后 2 小时血糖 

实验组 7.31±1.32 9.72±1.21 

对照组 10.23±1.21 15.61±1.23 

T 10.3133  21.5902  

P 0.0000  0.0000  

3 讨论 

中医穴位按摩具有操作简单、疗效明显、易于掌握、便于推广

的治疗和保健双重优势。通过按摩，糖友可以调整阴阳、调和气血、

疏通经络、益肾补虚、清泄三焦燥热、滋阴健脾等功效，对身体大

有益处[5]。除了对疾病进行治疗以外，更注意对患者的养护。为了

验证其临床价值，本次选取我院患者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数据之间对比存在显著差异（P＜0.05）。本次

实验结果与参考文献相同。 

综上所述，医养结合模式使用于对糖尿病血糖的控制中具有良

好效果，该模式具有使用与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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