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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全面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对糖尿病疗养员治疗的影响。方法：随机选定糖尿病疗养员125例
(2019年1月~2019年12月期间)，随机抽签方式划分为2个小组：对照组与实验组，其中，对照组实施的

护理干预措施为：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的护理干预措施为：全面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对组间不同护

理干预措施后的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自我管理能力情况(监测血糖、饮食控制、合理运动)与生活质

量评分进行指标对比。结果：实验组实施全面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之后的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均低于

对照组，且其自我管理能力情况(监测血糖、饮食控制、合理运动)与生活质量评分指标均分别高于对照

组，P < 0.05，差异性显著。结论：对糖尿病疗养员实施全面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可有效控制血糖水

平，能够提高糖尿病疗养员的自我管理能力，且其生活质量水平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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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recuperators. Methods: 125 patients with diabet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19), an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lottery: con-
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Among them,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implemented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implement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Fasting 
blood glucose, 2 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monitoring blood glucose, 
diet control, reasonable exercis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after dif-
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s. Results: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2 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ir self-management ability (monitoring blood glucose, 
diet control, reasonable exercise) and life quality score index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
trol group, respectively, P < 0.05,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
terven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improve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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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疗养院主要收治一些慢性疾病、职业病或具有康复疗养需求的群体，糖尿病属于十分常见的临床慢

性疾病，需要得到精心照护[1]；糖尿病疗养员是指在疗养院中进行病情休养的人员；全面护理是全面性

极强的护理干预模式，应用于糖尿病护理工作中可提高护理效果；健康教育则有利于促进个体对疾病知

识的了解，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计划性与系统性[2]。本文研究全面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对糖尿病疗养员

治疗的影响。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 

随机选定糖尿病疗养员 125 例(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随机抽签方式划分为 2 个小组：对

照组与实验组。 
对照组：在组内糖尿病疗养员之中有 63 例人员，存在 33 例男性与女性 30 例；年龄区域处于 42~62

岁之间，平均数值：52.22 ± 5.12 岁；病程：2~10 年，平均：6.66 ± 2.22 年；实验组：在组内糖尿病疗养

员之中有 62 例人员，存在 33 例男性与女性 29 例；年龄区域处于 41~64 岁之间，平均数值：52.13 ± 5.32
岁；病程：2~11 年，平均：6.51 ± 2.13 年。 

纳入标准：1) 疗养员临床症状与糖尿病相关诊断标准相符合；2) 具有良好治疗依从性。排除标准：

1) 出现糖尿病严重并发症；2) 无法良好语言沟通。经系统相关统计学对比组间基础资料，无差异，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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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对照组以常规护理措施为主，实验组以全面护理干预措施及健康教育为主。 
对照组：向疗养员进行常规疾病宣教，告知疗养员坚持按照医嘱用药的重要性。 
实验组：1) 行为干预：采用口头宣教、组织讲座宣教、发放疾病教育知识手册、观看 PPT 与录像等

形式对疗养员进行健康宣教，耐心介绍有关于糖尿病的治疗方式与注意事项；帮助疗养员认识疾病，告

知疗养员如何正确控制饮食、锻炼、用药，如何处理并发症与应对疾病对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影响[3] [4]；
2) 血糖监测干预：对于服用降糖药物的疗养员要每日进行 3~4 次空腹及餐后 2 h 血糖监测；对于实施胰

岛素治疗的疗养员则每日进行 5 次血糖监测，在疗养员药物调整的期间可每日进行 8~9 次血糖监测；在

监测血糖的期间同时要对疗养员的体重、血压、血脂等情况进行监测[5] [6]。3) 饮食干预：多食用含有

高蛋白与维生素的食物，食物要低脂，口味要清淡，多食用新鲜的瓜果蔬菜，宜选择含糖量低的水果，

如番石榴、猕猴桃、柚子等；不要食用刺激性辛辣食物[7]；注重少量多餐且戒烟酒，控制总热量，并合

理安排好碳水化合物、脂肪与蛋白质之间的应用比率；饮食以含有丰富高纤维的饮食为主。4) 运动干预：

① 选择适合糖尿病疗养员的有氧运动，像游泳、快步走、打太极拳等，不建议做比较剧烈的运动，如竞

技运动、打篮球、踢足球等。② 运动宜选择在饭后 30 min 进行，锻炼时间应控制在 1h 以内，锻炼时合

适的心率每分钟约为 170 减去年龄的余数，有适当出汗最好，运动结束后感觉体力增强、精神饱满、全

身舒适为佳。③ 运动依据个人自身情况而定，不应该超负荷，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等，应停止运

动就地休息。④ 糖尿病疗养员外出活动时应随身携带糖果及急救卡，一旦发生意外，别人发现此卡可及

时给予帮助。医生可根据此卡迅速做出诊断及时抢救处理，不会延误抢救时间。5) 药物干预：① 药物

处于疗养员的可视范围内，例如床头柜，避免药物不在视线范围导致遗忘服药。② 一些药物具有特殊的

要求，因此为了避免疗养员错误服药，要将特殊要求的药物采用小包装，提醒疗养员需要注意用药的特

殊性。③ 为避免药物难以吞咽可以将一些需要整片服用的药物碾压成碎末。但是一些药物必须整片服用，

要特别提醒疗养员禁止咀嚼或压成碎末。④ 一些药物需要通过饮食辅助使用，可以为疗养员使用药物提

示卡片，让疗养员正确掌握服药方式。⑤ 服药后要注意观察疗养员的生命体征，监测血压和血糖、心率

等变化，观察是否发生药物不良反应，并且提醒疗养员药物的常见不良反应类型。6) 心理干预：护士要

注重对疗养员的心理疏导和情感护理，采取相应措施控制疗养员的应激反应，开导疗养员解开心结，学

会自我解脱，增强疗养员的心理承受能力。护士要应对疗养员进行情感护理，鼓励他们接触外界环境，

多参与集体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和劳动，实现自我的价值，丰富疗养生活，宣泄不良情感。护

士可以恰当利用肢体语言，例如当疗养员倾诉时用手抚摸疗养员的前额表示关心。在倾听疗养员倾诉时

用手抚摸疗养员的肢体等，能够减轻疗养员内心的焦虑。7) 并发症干预：护理人员应该做好疗养员血压、

心肺功能以及各项血脂水平的监测，定期对疗养员各项机能的情况进行检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如果

发现疗养员出现并发症则应该立即告知主治医生给予针对性的处理。 
干预时间均为 2 个月。 

2.3. 观察指标 

干预 2 个月后，对组间不同护理干预措施后的空腹血糖、餐后 2 h 血糖、自我管理能力情况(监测血

糖、饮食控制、合理运动)与生活质量评分进行指标对比。 
自我管理能力情况依据自制调查问卷进行测定，涉及维度：监测血糖、饮食控制、合理运动，采用

100 分计分制进行评定，分值越高则代表具有优良的自我管理能力。 
生活质量评分依据 SF-36 量表进行测定，测定维度：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与人际关系，

采用 100 分计分制进行评定，分值越高则代表具有较高的生活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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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处理 

此次 SPSS21.0 系统处理研究所涉及数据资料(空腹血糖、餐后 2 h 血糖、自我管理能力情况(监测血

糖、饮食控制、合理运动)与生活质量评分指标)，涉及类型资料采用专业性检验方式(T 检验(计量)与卡方

检验(计数))进行检验，P < 0.05 则有差异性。 

3. 结果 

3.1. 空腹血糖、餐后 2 h 血糖指标对比 

实验组实施全面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之后的空腹血糖、餐后 2 h 血糖均低于对照组，P < 0.05，差异

性显著。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2 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indexes (mmol/L) 
表 1. 空腹血糖、餐后 2 h 血糖指标对比(mmol/L) 

组别 例数 空腹血糖 餐后 2 h 血糖 

实验组 62 5.55 ± 1.11 7.91 ± 1.33 

对照组 63 7.77 ± 1.23 10.21 ± 1.44 

t - 10.59 9.27 

P - <0.05 <0.05 

3.2. 自我管理能力情况(监测血糖、饮食控制、合理运动)与生活质量评分指标对比 

实验组实施全面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之后的自我管理能力情况(监测血糖、饮食控制、合理运动)与生

活质量评分指标均分别高于对照组，P < 0.05，差异性显著。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self-management ability (blood glucose monitoring, diet control, reasonable exercise) and life quality 
score index (score) 
表 2. 自我管理能力情况(监测血糖、饮食控制、合理运动)与生活质量评分指标对比(分) 

组别 例数 监测血糖  饮食控制  合理运动  生活质量评分  

实验组 62 87.77 ± 2.22 88.88 ± 2.31 87.66 ± 2.21 88.12 ± 2.12 

对照组 63 73.33 ± 2.22 74.12 ± 2.12 73.76 ± 2.22 74.56 ± 2.13 

t - 36.36 37.23 35.08 35.67 

P - <0.05 <0.05 <0.05 <0.05 

4. 讨论 

人们的经济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生活方式与饮食习惯也发生着巨大改变，对糖分的摄入也越来越

多，导致糖尿病发生率不断上升，且糖尿病发生群体越来越年轻；糖尿病属于常见代谢性疾病，会存在

慢性血糖水平上升的特点，胰岛素分泌不足与胰岛素抵抗是引发糖尿病的主要原因[8]；对糖尿病疗养员

进行全面护理的干预措施十分重要，通过对疗养员的心理疏导、生活干预、饮食指导、运动指导等多方

面护理使其养成良好的生活与饮食习惯，以此达到改善预后的目的；健康教育具有鲜明的计划性与个体

性，需要针对疗养员的认知水平与新知识接受程度进行不同的健康宣教，通过健康教育提高疗养员对疾

病的了解程度，以此掌握血糖自我监测能力，进而有效控制病情发展[9]。 
简述此次研究结果：实验组实施全面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之后的空腹血糖、餐后 2 h 血糖均低于对

照组，P < 0.05，差异性显著；与《健康教育对糖尿病患者疗效影响的研究》一文中的研究结论相似度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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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说明了此次研究的可行性，数据也说明了：实施全面护理干预有助于改善疗养员的血糖水平，控制

病情发展。 
简述此次研究结果：实验组实施全面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之后的自我管理能力情况(血糖监测、饮食

控制、合理运动)与生活质量评分指标均分别高于对照组，P < 0.05，差异性显著；与《健康教育对糖尿

病患者康复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一文中的研究结论相似度极高，说明了此次研究的可行性，数据也说明

了：实施全面护理干预有助于让疗养员更好的生活与工作，且利于自我管理疾病行为。 
综上所述，对糖尿病疗养员实施全面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可有效控制血糖水平，能够提高糖尿病

疗养员的自我管理能力，且其生活质量水平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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