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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护理干预对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的遵医行为和血糖控制的影响$方法
!

该市社区作为研

究现场!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为依托!城市居民健康档案为基础!从已经建立健康档案的居民中

筛选符合条件的
.8#

例老年
.

型糖尿病患者作为实验对象$对社区单位进行随机分组!

"

个社区作为对照组!

"

个

社区作为干预组$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措施!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护理干预!比较
.

组糖尿病患者的

遵医行为和血糖变化情况$结果
!

.

组患者遵医行为干预后均较干预前显著提高"

!

$

#2#/

#!且干预后干预组患者

提升幅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

.

组患者干预后血糖水平均较干预前降低"

!

$

#2#/

#!且干预后干预组患者降低水平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对社区老年糖尿

病患者采取护理干预可改善患者的遵医行为!有效控制血糖水平$

"关键词#

!

护理干预&

!

社区&

!

老年人&

!

糖尿病患者&

!

遵医行为&

!

血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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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学技术的进步#中国居民的疾病谱和

死因谱发生重大的变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威胁健康的主

要疾病#其致死例数比其他所有病因致死例数的总和还多#造

成的病死率占所有病死例数的
5#O

以上)

$

*

+在中国#由于人

们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改变#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在逐年

上升#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病死的主要原因+慢性病引起的伤

残年损失已达
6#O

#并带来生活质量的恶化#其造成经济损失

较高#给国家及个人带来沉重负担+糖尿病是老年患者常见的

慢性病#发病率高#不易根治#血糖控制对其极其重要)

.

*

+本研

究主要探讨护理干预对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的遵医行为和血

糖控制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该市社区为研究现场#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为依托#城市居民健康档案为基础#从已经

建立健康档案的居民中筛选符合条件的
.8#

例老年
.

型糖尿

病患者作为实验对象+对社区为单位进行随机分组#

"

个社区

作为对照组#

"

个社区作为干预组+干预组患者
$.#

例#男
5#

例#女
5#

例(年龄
5#

&

6!

岁#平均年龄$

6#256a52!7

%岁(体质

量$

QSM

%过低
8

例#正常
8#

例#超质量
/#

例#肥胖
.5

例(病程

小于
/

年
"#

例#

/

&

$#

年
"#

例#

$#

&

.#

年
"#

例#

&

.#

年
"#

例+对照组患者
$.#

例#男
5$

例#女
/7

例(年龄
5#

&

65

岁#平

均年龄$

6#2$.a527"

%岁(

QSM

过低
8

例#正常
8#

例#超质量

/#

例#肥胖
.5

例(病程小于
/

年
"#

例#

/

&

$#

年
"#

例#

$#

&

.#

年
"#

例#

&

.#

年
"#

例+纳入标准)

"

*

!$

$

%在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建立的居民健康档案+$

.

%长期固定居住于该辖区的居民

$

&

/

年%+$

"

%最近
$

年
8

次随访成功+$

8

%年龄大于或等于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5

月第
$.

卷第
$$

期
!

-DKS;3,FAG

!

T=G;.#$/

!

U'F2$.

!

0'2$$



5#

岁的
.

型糖尿病患者+$

/

%愿意配合+排除标准)

8

*

!$

$

%

$

型

糖尿病患者+$

.

%有其他严重并发症+$

"

%语言沟通有障碍或

身体活动不方便+

.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QSM

和病程等方面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

经医院和社区伦理学委员会批准实施#研究过程中所收集的所

有资料仅用于科学研究#绝不泄露+所有患者在纳入研究之前

签订知情同意书+

$2/

!

方法

$2/2$

!

对照组
!

对照组患者由该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采

用传统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健康管理模式对其进行健康知识

宣传教育,随访观察以及生活指导+对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的

内容以及管理的方法均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行制定和实施+

$2/2/

!

干预组
!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护理干预#具体做法

如下!$

$

%心理护理!由于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的终身性疾病#患

者需要长期服药和控制饮食#而且还可能会出现血糖增高的情

况#给患者带来较大的心理负担#因此给患者有效的心理疏导

可以缓解其焦虑和抑郁#也可避免情绪波动对血糖的影响+

$

.

%饮食指导!控制饮食是糖尿病治疗的关键#科学合理的饮食

不仅有利于血糖的控制#而且也可以改善患者的营养+嘱咐患

者戒烟戒酒#根据情况制定合理的食谱#并指导主食,副食的分

配#控制患者
"

餐用量和水果食用+食盐每日在
5

H

以内#多

食用粗制面粉和杂粮+$

"

%用药指导!合理用药是糖尿病患者

血糖控制的关键#告知患者和家属糖尿病的治疗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因此需严格遵循用药的原则#定期测量血糖#并根据血糖

情况调整用药+经常电话督促患者服药#注射胰岛素的患者#

提醒餐前
#2/:

进行注射#并指导患者及其家属对低血糖的自

救方法+$

8

%运动指导!告知患者运动的重要性#根据患者的性

别,年龄以及身体情况制定合理的运动计划#吩咐患者多做有

氧运动#如慢跑,步行,打太极拳等#注意运动前后的感觉而调

整运动量#同时告诫患者不合理运动的危险性+$

/

%自我检测!

培养患者自我测量血糖的能力#告知患者和家属血糖,血压的

检测方法#定期测量空腹血糖和餐后
.:

血糖并作记录#血糖

控制不好的患者及时查找原因#并积极治疗+

$2'

!

观察指标

$2'2$

!

遵医行为
!

采用量化式调查问卷进行评估#问卷主要

包括血糖监测,饮食控制,用药规律,运动情况等项目#每个项

目由
$#

个问题组成#每题
$

分#总共
8#

分+根据情况将其分

为
"

个标准进行评定)

/

*

!

&

""

分视为依从性良好(

$6

&

".

分视

为依从性一般(

'

$5

分为不依从或依从性较差+

$2'2/

!

血糖水平
!

患者于空腹和餐后
.:

抽取
.I-

静脉血#

采用血糖仪对血糖进行检测#记录患者空腹血糖$

Z%)

%,餐后

.:

血糖$

.:%)

%和糖化血红蛋白$

PK4$E

%的变化+

$21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采用
+%++$"2#

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用$

MaA

%表示#应用
6

检验(计数资料使用
*

.

检验+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

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遵医行为结果比较
!

.

组患者遵

医行为干预后均较干预前显著提高#且干预后干预组患者提升

幅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

表
$

+

表
$

!

.

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遵医行为结果比较&

MaA

*分(

组别
*

时间 血糖监测 饮食控制 用药规律 运动情况

干预组
$.#

干预前
..2$5a"2/! .72.#a/28/ .82/$a82#6 "$2#!a82.8

干预后
"72$/a.2"6

#

"!2#5a82$$

#

"72$"a.25.

#

"72$.a.285

#

对照组
$.#

干预前
..2$#a"2"! .!2!5a/2.! ./2$#a"2$6 "$2.$a82$!

干预后
.52$8a"2#6

*#

"$2#!a82#!

*#

"62!6a.2$#

*#

"/2.!a"2#6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2#/

(与干预前比较#

#

!

$

#2#/

+

/2/

!

.

组患者干预前后血糖控制结果比较
!

.

组患者干预后

血糖水平均较干预前降低#且干预后干预组患者降低水平显著

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干预前后血糖控制结果比较&

MaA

(

组别
*

时间
PK4$E

$

O

%

Z%)

$

II'F

"

-

%

.:%)

$

II'F

"

-

%

干预组
$.#

干预前
$"2.#a.2"$ $"2.#a.2"$ .#2.!a"2#!

干预后
52/8a#265

#

52!5a#2!!

#

726.a.2#"

#

对照组
$.#

干预前
72$6a#27! $"2.$a.2$6 .#2".a"2#.

干预后
62!$a#267

*#

725#a$26!

*#

$"285a.2#5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2#/

(与干预前比较#

#

!

$

#2#/

+

'

!

讨
!!

论

糖尿病作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目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

的重要疾病之一#其致残率和致死率高居世界前
"

位之列+糖

尿病的发病原因是由于胰岛素功能障碍或分泌不足#临床上主

要表现为.

"

多
$

少/$多饮,多食,多尿,体质量减少%#如不及

时对其进行控制和治疗#会发生严重的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

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5

*

+糖尿病为终身性疾病#治疗的关键

在于控制病情#糖尿病良好的控制还可以显著降低心,脑,肾,

眼底等并发症+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糖尿病发病率

呈明显上升趋势#老年人由于其年龄大,各个器官功能减退,耐

受能力差,还伴其他疾病#给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带来较大困

难)

6

*

+

遵医行为的依从性是指患者的行为#如饮食,用药,运动,

生活习惯等与医嘱的一致性+糖尿病患者需要长期治疗甚至

终生服药#因此#遵医行为在糖尿病病情控制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

*

+患者只有很好地遵从医护人员的指导#才能使血糖

控制在良好的范围内#使病情得以稳定+老年人由于其特殊

性#日常活动多有不便#记忆力减退#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难以

改变#因此#在糖尿病的治疗过程中对药物的依赖程度远大于

非药物治疗+然而#糖尿病的非药物治疗是经济,安全,有效的

治疗方法#也是控制糖尿病病情的基础)

7

*

+$下转第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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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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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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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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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同时#患者家属的参与能够为患者树立精神支柱#营造良

好的康复氛围#使患者建立康复信心#从而提高康复治疗依从

性)

$/

*

+

综上所述#在
+,M

患者的康复治疗与护理中介入康复健康

教育#有利于提高患者的康复知识认知度以及康复治疗依从

性#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促进病情康复并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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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老年糖尿病患者要加强非药物治疗的比重+社区护理干

预是一种良好的改变老年糖尿病患者日常生活习惯的方法+

通过心理护理,饮食指导,用药指导,运动指导以及自我检测#

均可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习惯)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采用护理干预措施#可提高社区老年糖

尿病患者的遵医依从性#能够显著降低其血糖水平+本组结果

显示#

.

组患者的
Z%)

,

.:%)

和
PK4$E

护理干预后均显著降

低#但干预组患者降低的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进行专门

化糖尿病护理干预的患者其遵医行为依从性以及血糖控制水

平均显著较好#与有关研究报道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对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采取护理干预能够有效

控制患者的血糖水平#改善患者的遵医行为#效果良好#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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