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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讨论老年糖尿病护理过程中应用护患沟通的效果。方法：选择本疗养院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
接收的78例老年糖尿病疗养员，按护理方式差异分组各39例，对照组接受常规疗养护理，研究组加强护

患沟通，对比两组干预结局。结果：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94.87%)高于对照组(71.19%)，P < 0.05。研

究组健康行为自我效能评分比对照组高，P < 0.05。从生活质量评分入手分析，研究组比对照组高，P < 
0.05。结论：护患沟通能够提高疗养员的遵医行为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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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nursing and patient communication in senile diabetes car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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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ds: 78 cases of senile diabetes sanitariums were selected from April 2018 to April 2019, and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sanitariums, and the research group strengthene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urses 
and patients, and compared the outcome of interven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urs-
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94.87%)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1.19%), P < 
0.05. The health behavior self-efficacy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From the analysis of quality of life score,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can improve the self-efficacy of compliance 
behavior and quality of life of sanitariums, 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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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护理干预对老年糖尿病疗养员的疗养成效提升有积极辅助作用。但疗养院常规护理模式以疾病控制

为主，与日常生活的联系相对忽视，在护理系统性与延续性等特征方面相对缺乏。而护患沟通模式的干

预，能够主动拉近护理人员与疗养员间的关系，促使疗养员掌握更多自我护理知识技能，主动遵循健康

生活方式，实现预后与生活质量持续改进；现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择 78 例老年糖尿病疗养员，纳入标准：疗养员均符合 WHO 中糖尿病诊断标准，疗养员及家属均

知情同意，通过疗养院医学伦理会审批。排除标准：精神意识障碍者，脏器功能障碍者，临床资料不全

者，配合度差者。按护理方式差异分组各 39 例，对照组中男性 19 例，女性 20 例；年龄平均 66.3 ± 4.1
岁。研究组中女性 18 例，男性 21 例；年龄平均 66.1 ± 4.3 岁。基线资料相匹配，P > 0.05。 

2.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疗养护理，包括用药指导与对症治疗等。研究组在其基础上加强护患沟通模式干预，

方法如下。 

2.2.1. 心理沟通 
要求护理人员掌握艺术沟通技巧，以热情和蔼的态度接待疗养员。主动与疗养员沟通，引导其主诉

心理困惑，以鼓励性与支持性及肯定性语言，帮助疗养员排解心理苦闷。主动向疗养员进行健康宣教，

介绍疾病相关知识，做好操作解释与信息咨询等服务工作，做到有问必答，缓解疗养员的负面情绪。 

2.2.2. 轻松疗法 
教会疗养员如何运用心理暗示与转移注意力等方法自我调整情绪，告知负面情志对疾病发展的重要

性。根据疗养员的实际情况，组织疗养员共同制定饮食方案，讲解饮食辅助疗法的重要性。根据疗养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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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爱好，通过共同语言转移注意力，培养疗养员的愉悦与轻松的情绪。 

2.2.3. 运动指导 
适当的运动对血糖水平控制有着积极辅助作用，可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促进糖氧化，降低并发症率。

因此应当加强与疗养员的沟通交流，明确告知运动对病情控制的重要性，指导与监督疗养员的运动情况，

给予疗养员进行有氧运动的鼓励，必要时要求家属与护理人员陪同。 

2.3. 观察指标 

参照 SF-36 量表，了解生活质量改善程度。观察两组遵医行为自我效能评分。向疗养员发放自拟满

意度调查表，采取百分计，分数越高表示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越高。 

2.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用 spss19.0 软件，计量数据通过均数 ± 标准差表示，施以秩和检验；以百分数表示的计数

资料，行卡方检验；组间统计学差异用 P < 0.05 表示。 

3. 结果 

3.1. 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4.87% (37/39)，对照组为 71.19% (28/39)；差异显著(x2 = 7.477, P = 0.006)。 

3.2. 遵医行为自我效能 

研究组健康行为自我效能评分比对照组高，P < 0.05；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mparison of performance scores (±s, points) 
表 1. 效能评分比对(±s，分) 

指标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饮食 10.45 ± 2.13 17.28 ± 1.85 12.524 0.000 

运动 12.16 ± 2.28 18.14 ± 1.32 11.352 0.000 

生活习惯 12.41 ± 1.33 17.28 ± 1.45 11.468 0.000 

药物使用 13.18 ± 1.52 18.25 ± 0.12 10.395 0.000 

并发症预防 12.23 ± 1.67 17.14 ± 0.45 11.237 0.000 

3.3. 生活质量 

从生活质量评分入手分析，研究组比对照组高，P < 0.05。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omparison of quality of life scores (±s, points) 
表 2. 生活质量评分比对(±s，分) 

指标 对照组 研究组 t P 

躯体疼痛 71.24 ± 3.56 87.23 ± 3.85 16.395 0.000 

情感职能 72.41 ± 3.16 88.14 ± 3.62 15.685 0.000 

生活功能 70.63 ± 3.51 87.28 ± 2.57 17.445 0.000 

生理职能 71.27 ± 3.52 85.64 ± 2.33 15.395 0.000 

一般健康 72.12 ± 2.41 86.38 ± 2.28 14.38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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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糖尿病属于慢性代谢性疾病，易与基础疾病间形成因果关系，促使机体处于恶性循环状态，本着三

分治七分护理的服务理念，施行护理干预，引入饮食与运动等辅助疗法，稳定身心状态，更利于整体疗

效与疗养护理质量提升[1]。护患沟通是老年糖尿病护理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疗养员与护士间信息

交流的过程；交流的内容是与疗养员护理、诊疗、康复相关的信息，也是护士了解疗养员需求与愿望及

思想情感，疗养员了解护理配合要点与注意事项等内容的重要途径[2]。从非语言沟通类型入手分析，护

士通过仪表服饰与面部表情及环境布置等要素形式，进行交往中的信息表达，通过倾听与目光接触及手

势触摸等肢体语言，让疗养员感受到护士的人文关怀。语言沟通体现在宣教与澄清阐明及有问必答等方

面，能够直截了当的说明问题，更利于疗养员认知水平与依从性提高。但影响护患沟通的因素较多，要

求护士明确掌握沟通时机与沟通技巧，做到对疗养员的尊重与专心倾听及感同身受，实现语言艺术的灵

活运用，以切实发挥护患沟通对提高老年糖尿病护理成效的推动作用[3]。 
综上所述，老年糖尿病护理过程中应用护患沟通模式干预，更利于医疗服务满意度与健康行为自我

效能及生活质量评分的提升，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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