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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护士电话随访在糖尿病患者治疗中的作用研究

王春梅!宋凤平&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专科护士电话随访在糖尿病患者治疗中的作用%方法
!

选取该院内分泌科确诊为糖尿病

的患者
*.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

例$和干预组"

),

例$!干预组每周由专科护士进行
*

次电话随访!随访内容包括

患者血糖自我监测(膳食和运动日志(药物治疗等!随访
*

个月%比较
)

组患者干预前后糖化血红蛋白"

]Q/$M

$水

平及其对糖尿病治疗的依从性%结果
!

干预组患者
]Q/$M

水平下降了
$+)T

!而对照组患者
]Q/$M

水平升高了

,+.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干预组患者在膳食与血糖监测上有更好的依从性%结论
!

专科护士电话随

访可明显改善糖尿病患者
]Q/$M

水平!同时提高患者对膳食和血糖监测的依从性%

"关键词#

!

电话随访#

!

糖尿病#

!

糖化血红蛋白#

!

依从性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5=--

"

),$-

$

$.#)=.)#,)

!!

糖尿病是一种代谢紊乱的慢性疾病#不加以控制将会引起

严重的并发症#如肾功能衰竭)失明)截肢)心血管疾病甚至死

亡#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

,

*糖尿病患者需要进行终身医疗#因

此#建立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来提高糖尿病患者对治疗的依从

性#对提高其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

,

*专科护士电话随访是

一种经济且简单易行的措施#通过定期的电话随访可明显增加

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识#提高自我护理的技能#增强患者对治

疗措施的依从性#已被广泛应用于肿瘤患者的全程治疗中+

*#.

,

*

然而#关于护士引导的电话随访在糖尿病患者治疗中的作用的

研究国内甚少*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探讨护士电话

随访对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

]Q/$M

&水平与对膳食)血糖

监测依从性的影响#以明确护士电话随访在糖尿病患者治疗中

的作用#为糖尿病患者的有效治疗措施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到
),$=

年
$,

月本院内分

泌科确诊并治疗的糖尿病患者
-,

例*所有纳入研究的患者均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555

年制订的糖尿病诊断标准#且能够自

主进行血糖监测)注射糖尿病药物#并清楚治疗的目的)方法和

程序*排除标准!$

$

&

]Q/$M

%

1T

%$

)

&精神病患者%$

*

&有严重

的心血管疾病或不受控制的高血压*将
-,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干预组#每组各
)-

例*最后完成试验的患者有
*.

例#

其中对照组
$.

例#干预组
),

例#其余
$=

例患者因搬家或拒绝

进行最后测试而终止试验*

$+/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行常规糖尿病治疗措施#治疗
*

个月

后复查一次*干预组患者由专科护士每周进行
*

次电话随访#

*

个月后进行复查*护士电话随访干预的内容包括健康教育)

血糖监测)饮食控制)运动和药物治疗调整建议等*

$+'

!

检测指标
!

在电话随访干预前检测
)

组患者的
]Q/$M

水平和评价糖尿病治疗依从性作为基础资料*

]Q/$M

采用高

效液相色谱法进行检测%糖尿病治疗依从性问卷包括
.

个部

分!膳食$

-

项&#运动$

$

项&#血糖监测$

=

项&#药物摄入$

)

项&#

血糖管理$

)

项&和足部护理$

.

项&#共
),

项#采用直观模拟标

度尺进行评分*干预
*

个月后#所有受试者均复查
]Q/M$

水

平并评价糖尿病治疗的依从性*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44$5+,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1\'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6

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为检验水准#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干预组男
1

例)女
$*

例#平均

$

-5+1\1+*

&岁%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

.,+5\-+%

&岁*

)

组患者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糖尿病病史及治疗依从性等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

!

)

组患者干预前后
]Q/$M

水平比较
!

干预前
)

组患者

]Q/$M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干预后
)

组患者

]Q/$M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电话干预后#

干预组
]Q/$M

水平由
%+%T

下降到
1+.T

#降低了
$+)T

%而对

照组
]Q/$M

水平由
%+)T

增加到
%+%T

#增加了
,+.T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QX@2&BJK

!

/H

7

H(D),$-

!

Y?B+$)

!

Z?+$.



表
$

!

)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1\'

&

项目名称
%

9X!

$

L

7

"

8

)

&

糖尿病病史

$年&

]Q/$M

$

T

&

依从性得分

$分&

干预组
), )=+.\)+% $=+,\%+5 %+%\$+) 1=+1\$=+$

对照组
$. )=+.\)+% $*+=\1+1 %+)\,+% %,+*\1+%

B ,+51- ,+%=5 ,+,1) ,+$11

/+'

!

)

组患者糖尿病治疗依从性比较
!

)

组患者干预前后的

膳食)血糖监测)药物治疗依从性有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B

%

,+,-

&*运动)血糖管理及足部护理方面#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B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糖尿病治疗依从性比较%

1\'

'分&

项目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组间
B

组内
B

膳食 干预组
.$+$\$-+= 1=+1\$*+% ,+)-. ,+,,=

对照组
1*+)\$,+% 1*+.\$)+5

运动 干预组
%=+1\)-+5 1-+,\))+1 ,+,,% ,+,.5

对照组
.*+.\*,+* -,+,\)5+.

血糖监测 干预组
15+$\$1+= %5+5\$,+$ ,+*)= ,+,)=

对照组
%,+$\)$+. 1.+1\)*+=

药物治疗 干预组
1%+=\*)+. 5=+=\$=+= ,+)$5 ,+,)$

对照组
5)+,\))+. 5%+%\*+%

血糖管理 干预组
.-+*\*=+) 15+5\)-+$ ,+,$ ,+=*,

对照组
1.+$\*$+= 1,+=\**+1

足部护理 干预组
%*+*\$.+) %%+.\$,+. ,+,. ,+))1

对照组
%.+1\$$+* %1+-\$*+*

'

!

讨
!!

论

!!

糖尿病患者需要终身医疗)护理干预和生活方式的调整#

而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是决定患者血糖控制的关键*然而#由

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缺乏#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不高#从而严重

影响了治疗的效果与结局*因此#建立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来

提高糖尿病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以保证治疗效果#对于提高

其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1

,

*糖尿病专科护士是指具备相应的

糖尿病专科护理能力#能熟练应用糖尿病专科护理知识和技术

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专业服务#经考核合格获得专科资格证书的

注册护士+

%

,

*因此由专科护士进行电话随访是一种经济且简

单易行的措施#通过定期的电话随访可明显增加患者对自身疾

病的认识和护理的技能#增加患者对治疗措施的依从性+

5

,

*既

往研究表明#

]Q/$M

与微血管并发症风险之间具有明显相关

性#良好的血糖控制可降低微血管并发症和神经性并发症的发

生与发展+

$,

,

*本研究中#通过专科护士电话随访
*

个月后#干

预组的
]Q/$M

降低了
$+)T

#该结果与前期研究结果一致#进

一步证实了专科护士引导的电话随访护理在糖尿病患者治疗

中的重要作用#为提高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带来

了福音+

$$

,

*

总之#专科护士引导的电话随访干预能明显改善糖尿病患

者
]Q/$M

水平#提高膳食与血糖监测的依从性#这些研究结果

对于预防糖尿病引起的长期神经性和微血管并发症至关重要#

同时由于其方便且经济的特点将使越来越多的糖病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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