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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护动机理论是一种健康教育模式，在不同人群、类型的糖尿病的应用中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主要介

绍保护动机理论的定义和理论框架、干预内容以及在老年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及糖尿病足患者中的应

用现状，旨在为糖尿病的健康教育和临床开展保护动机理论的护理措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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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protective motivation is a health education model, whic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populations and types of diabetes.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definition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rotective motivation theory, intervention content and 
application statu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gestational diabetes and diabetic foot,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iabetes health education and clinical nursing measures of protective 
motiv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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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DM)是一种慢性代谢综合征，是四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已成为严重

危害人类健康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1]。随着人类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的变化，糖尿病的发病率正在

快速的增长。2019 年，全球近 5 亿人患有糖尿病，到 2030 年将增长 10.2% [2]。在我国，成人糖尿病患

病率已达 12.8% [3]。锻炼、饮食、药物治疗是控制糖尿病和预防其并发症的三种主要方法[4]。其中体育

活动不仅能有效降低血糖和增加胰岛素分泌，还能降低心血管疾病和肥胖的风险，而心血管疾病和肥胖

是糖尿病致发生并发症甚至死亡的重要原因[5]。其次营养饮食在控制血糖水平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仅可以改善血清脂质水平，还能调节葡萄糖水平，维持或减轻体重，并减少糖尿病的并发症[6]。目前，

糖尿病的治疗除了药物，锻炼和饮食是非常重要的非药物干预方法。尽管许多糖尿病患者会被鼓励锻炼，

健康饮食，但其依从性较差，自我护理能力较低。基于改变行为理论的教育已被认为是改变患者行为的

医疗保健活动的核心[7]。保护动机理论应用于广泛的健康行为，以评估其决定因素并预测坚持预防和治

疗实践的意图[8]。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主要针对保护动机理论的内涵及在糖尿病患者中的

应用现状进行综述，为临床护理人员对糖尿病患者制定及实施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2. 保护动机理论的定义及理论框架 

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由美国的 Rogers 等学者基于健康信念理论(health 
belief model, HBM)提出的改变行为的健康理论[9]，该理论于 1975年首次提出并于 1983年修订完善。HBM
理论最早被用于介绍和预测个体健康行为，较适用于短期的健康行为的改变。PTM 是指个体通过认知调

节过程从动机保护角度产生行为和态度的改变从而促进健康行为的产生，更适合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者。

PTM 框架可划分为 3 个部分：信息源(个人因素、环境因素)、认知中介(威胁评估、应对评估)、应对模式

(行为改变)。认知中介是该理论的核心部分，① 威胁评估：评估事件严重程度的策略。是通过对该行为

的严重性(危险行为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的程度，如糖尿病患者不控制饮食造成血糖升高)、易感性(个体

对自身罹患疾病或疾病发展的可能性判断，如糖尿病患者对发生糖尿病足的可能性判断)、内部回报(个体

实施不健康行为带来的自我满足感)、外部回报(家庭、朋友等环境因素对不健康行为的强化作用)等综合

因素进行的评估，严重性和易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不健康行为的发生，内部回报和外部回报反之；

② 应对评估：是评估个体面对威胁事件时产生应对行为的能力。包括自我效能(个体对自身成功执行健

康行为的信心)、反应效能(个体对所采取保护行为益处的评估)、反应代价(个体对实施健康行为所付出的

社会或经济方面代价)。当个体感知到不良行为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自身作为易感人群时，通常会接受

推荐的健康行为，有信心和能力改变行为，同时会弱化不健康行为给个体带来的内部回报和外部回报，

从而最大程度激发个体的保护动机，最终促使个体采取保护行为。该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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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rotection motivation 
图 1. 保护动机理论框架图 

3. 基于保护动机理论干预方案的内容简介 

基于保护动机理论的干预方案在不同疾病类型患者中存在许多差异，但干预主题均以威胁评估的 4
个内容和应对评估的 3 个内容逐步进行。本文介绍糖尿病患者，因此以糖尿病患者为例对基于保护动机

理论的干预方案内容进行归纳总结。方案的实施的成员主要由内分泌科医生、内分泌科护士/门诊护士、

营养师组成，干预时间较多为 3 个月。干预方案主要内容包括[10] [11] [12] [13] [14]：① 增强严重性和

易感性，主要告知糖尿病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及其它严重后果，讲解 DM 的相关知识，

如定义、病因、患病率、治疗、转归、疾病的易感因素和高危因素等，以及科学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

等对防治糖尿病的重要性，从而提高患者对疾病严重性和易感性的认知；② 弱化内部回报和外部回报，

通过纠正患者的错误认知及不良行为，邀请家属一起学习疾病管理措施，如何照顾患者，当发现错误的

行为和认知时及时纠正，从而减少产生不良生活方式的内因和外因；③ 提高反应效能和自我效能，召开

交流会，邀请自我管理行为良好的患者分享其经验以及好处，包括血糖管理、运动、饮食等，让患者从

他人的经验和体会中获得有益认知，并对有益行为进行鼓励，提升治疗信心，加强自我护理管理能力的

反应效能；④ 降低反应代价，评估患者在建立健康行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患者共同解决问题，并对

患者提供必要的心理和社会支持，从而减少患者的不良行为带来的生活、经济等负担；⑤ 随访，在每个

阶段干预结束定期通过门诊、微信、电话或其它 App 进行回访，掌握患者知识的掌握度、自我护理管理

的情况，对患者疑难问题进行解答，提供必要的支持。 

4. 保护动机理论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现状 

4.1. 保护动机理论在老年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老年糖尿病患者数量也逐渐增多。糖尿病是终身性疾病，老年糖尿病患者一

般合并有其它慢性疾病，并发症较多、恢复慢，此外由于老年人身体各项功能逐渐衰退、认知功能障碍，

健康管理意识不足，自我护理能力不佳，从而容易引起血糖波动变化大，导致各种并发症的发生[15]。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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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研究表明[16] [17]，基于 PMT 综合护理干预可以有效提高老年糖尿病患者参加体育锻炼的主动性，

其中自我效能感和易感性与身体活动行为存在显著相关，基于 PMT 综合护理的干预组患者比对照组患者

的身体活动水平较高(p = 0.02)，干预组患者血红蛋白 A1c 含量在三个月后显著降低(p < 0.001)。国内多项

随机对照试验表明[10] [18] [19] [20]，基于 PMT 的护理措施，能提高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

有助于有效控制血糖水平(包括空腹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张妍等[21]以循证护理为基

础，以 PMT 为框架的综合护理干预能有效提高老年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改善血糖水平，从而预防

并发症发生。除此之外，基于 PMT 的护理干预对减轻老年糖尿病患者心理负担，提高其心理弹性和生活

质量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22] [23]。 

4.2. 保护动机理论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三胎政策开放，高龄产妇不断的增多，高危妊娠风险因素也增加，其中妊娠期糖尿病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是主要的高危因素。有数据显示[24]，GDM 患病率在持续上升，中国

大陆 GDM 发病率高达 14.8%。GDM 导致的母婴不良妊娠结局已成为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因此，血

糖管理是 GDM 孕妇孕期保健管理的核心内容[25]。规范化的血糖管理可有效改善患者的血糖水平和母婴

不良结局。国内研究表明[26] [27] [28]，实施基于 PMT 制定的健康教育方案有效提高 GDM 孕妇对疾病

知识的认知及饮食运动对控制血糖水平的重要性，并且在自我护理能力、自我效能和血糖控制水平也有

明显的提高。此外，对妊娠结局也有明显的改善，陈洁等[29]和闫艳[30]的研究表明，基于 PMT 的护理

措施能降低产妇产后出血、泌尿系统感染、剖宫产率的发生；在胎儿结局方面，干预组的胎儿早产、巨

大儿等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李莉莉等[31]采用基于 PMT 的健康教育结合支持性心理能有效减轻孕期

和产后期间的负性情绪。刘丽君等[32]研究发现，应用 PMT 模式护理能提高患者就医的满意度。基于 PMT
的健康管理模式不仅对 GDM 孕妇的血糖控制水平有促进作用，也有利于提高分娩的安全性。除上述的

多项随机对照试验，我国学者黄娜等[33]编制了 GDM 孕妇血糖管理保护动机问卷，问卷包含威胁评估(易
感性、严重性、内部奖励、外部奖励 4 个维度)和应对评估(反应效能、自我效能、反应代价 3 个维度) 2
个部分，共 35 个条目。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 = 1 分到“非常同意” = 5 分，

每个维度单独计分，其中易感性、严重性、反应效能、自我效能 4 个维度得分越高，保护动机越强；内

部奖励、外部奖励、反应代价 3 个维度得分越低，保护动机越强，该问卷可用于评估 GDM 孕妇血糖管

理保护动机和血糖管理行为的预测。并用该问卷对 1127 例 GDM 孕妇进行血糖保护动机评估，发现护理

人员需要加强对 GDM 孕妇血糖管理保护动机相关知识宣教，以改善孕妇孕期血糖管理决策行为[34]。 

4.3. 保护动机理论在糖尿病足患者中的应用 

糖尿病足(Diabetic foot, DF)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DF 造成的足部溃烂、感染等症状不仅增加患

者的医疗费用、家庭照顾负担，严重者可能会截肢，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35]。DF 溃疡通常由生物

学危险因素(如周围神经病变)和足部相关行为(如穿不合脚的鞋子)之间相互作用引起的，足部护理行为被

认为是预防 DF 相关并发症的第一道防线[36]。Hassan 等评估成人糖尿病患者的足部护理行为与保护动机

理论的关系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足部自我护理水平较低，PMT 的自我效能、感知严重性与足部护理行

为意图相关，坚持足部护理的意图与更高水平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护理相关，加强坚持足部护理行为意图

的健康教育计划至关重要[37]。国内多项[38] [39] [40] [41] [42]研究采用 PMT 为指导的护理措施能有效帮

助高危 DF 患者提高足部自我管理和护理能力，改善足部情况、预防 DF 的发生，改善其生活质量。赵文

颖等[43]构建了糖尿病高危足的保护动机问卷，问卷分为 2 个一级评价指标、7 个二级评价指标和 49 个

三级评价指标，能够帮助医护人员明确糖尿病患者产生足部自护行为的动机和预测高危 DF 患者接受健

康行为的可行性，为临床制定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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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及展望 

基于保护动机理论的干预措施可以提高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自我护理能力和健康行为的认

知水平，刺激健康保护行为，从而改善了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有效预防糖尿病足等并发症的发生，提

高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国内基于保护动机理论的随机对照试验以单中心、小样本研究为主，

且干预的时间较多为 1~3 个月，下一步的研究可以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延长干预时间，

以便为 PMT 改善糖尿病患者健康行为方面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此外，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基于保护动机理

论的意图和行为预测的研究，这可能与保护动机理论的相关问卷较少有关，未来可以构建不同类型糖尿

病患者的保护动机问卷，并可将健康行为预测与干预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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