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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感受负担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焦

虑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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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医联体联动模式下的糖尿病健康教育对社区糖尿病患者

管理的效果分析

王晓静!王旭红!李爱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内分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医联体联动模式下的糖尿病健康教育对社区糖尿病患者的治疗及控制效果$方法
!

选择

北京市某社区
-"

"

2$

岁的
-

型糖尿病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医联体联动模式下的社区糖尿病管理方式

对研究对象进行为期
!

年的跟踪管理!对患者进行相关健康知识教育&用药指导及监测血压等综合措施进行干预!

观察管理
!

年前后患者血压&体质量&腰围&足背动脉搏动情况&糖化血红蛋白"

_4(!H

#&生化全项&眼底&周围神经

检查&尿微量清蛋白的变化情况$统计分析医联体联动模式下的社区糖尿病管理模式的有效性$结果
!

干预后的

患者血糖&血脂各项指标均明显优于干预前!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9"$

#$干预后患者健康教育知晓

率明显优于干预前!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9"$

#$结论
!

医联体联动模式为社区糖尿病的防治工作

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为慢病防治工作提供新的循证医学证据!进而促进糖尿病的有效社区管理!改善糖尿病

保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

糖尿病'

!

健康教育'

!

医联体联动模式

!"#

!

$%&'()(

"

*

&+,,-&$)./0(12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

"

-"!$

#

--;%.!%;"-

!!

糖尿病目前已成为继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后第三大非感

染性流行病)

!

*

+国内一些大型医疗机构的临床专科已具备国

际一流的糖尿病诊疗水平#但面对如此巨大的糖尿病患病人

数#定期找专科医生诊治必然导致治疗效果差#从国内外经验

而言#依托社区开展防治工作#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的最好

选择+目前我国公立医院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现有医疗资源配

置不合理#使用效率不高#处于健康产出低的卫生体系现状#在

此背景下业界提出建立医联体#构建以三级综合性医院为龙

头#由若干个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的区

域性医联体+为此本科于
-"!-

年
!-

月开始对北京市某社区

开展了医联体联动模式下糖尿病的健康教育管理工作#主要由

本科医师及护士,社区医师及护士共同进行#治疗方面除长期

应用药物控制血糖外#对患者进行相关健康知识教育,用药指

导及监测血压#有利于增加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对提高自我管

理能力,防止并发症发生有显著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选择北京市某社区
-"

"

2$

岁的
-

型糖尿病

患者
!""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
!=#$

年世界卫生组织$

X_/

%确

定的疾病诊断标准并行相关检查进行确诊+所有患者均符合

X_/

制定的糖尿病诊断标准+排除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

患者(排除精神障碍及意识模糊患者(排除严重并发症患者+

对入组患者进行为期
!

年的跟踪管理#观察管理
!

年前后患者

血压,体质量,腰围,足背动脉搏动情况,糖化血红蛋白

$

_4(!H

%,生化全项,眼底,周围神经检查,尿微量清蛋白的变

化情况+

$9/

!

干预方法

$9/9$

!

建立糖尿病患者档案
!

内容除基本信息外还包括是否

有烟酒嗜好,饮食及作息习惯,既往病史等+每例患者将不同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34<6N*DIJ

!

&AK6P46E-"!$

!

VAD9!-

!

&A9--



时期身体检查报告记录在内以便进行不同时期对比+

$9/9/

!

对社区医生,护士的培训
!

$

!

%培训形式!集中培训+

$

-

%培训内容!糖尿病的专科检查,糖尿病的危害,临床表现,病

程,糖尿病饮食治疗,糖尿病的运动处方,糖尿病的口服药物治

疗,糖尿病的口服药物治疗糖尿病的自我检测,糖尿病低血糖

的识别与纠正+$

%

%培训效果的评价!培训前后通过考试来考

核效果+

$9/9'

!

对社区糖尿病患者教育
!

$

!

%大课堂每月一次#内容包

括饮食,运动,自我检测,低血糖的纠正与识别,并发症的预防+

$

-

%每次随诊针对患者不同问题进行个体化教育+

$9/91

!

管理方式
!

以区医疗中心高年资医师为指导#采取责

任到人的模式#一个社区医生和一个护士管理
$"

例患者+

$9/92

!

随诊时间
!

前
%

个月每半月随诊一次#以后一月一次+

$9'

!

疗效观察
!

比较干预前后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情况及健

康教育知晓率等指标+

$9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YY!#9"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用
CTA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9$

!

干预前后血糖血脂检测指标比较
!

干预后血糖,血脂各

项指标均明显优于干预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表
!

+

表
!

!

干预前后主要观察指标比较'

CTA

(

观察指标
空腹血糖

$

PPAD

"

)

%

餐后
-G

血糖

$

PPAD

"

)

%

糖化血清蛋白

$

&

PAD

"

)

%

血清总胆固醇

$

S

%

低密度脂蛋白

$

PPAD

"

)

%

血压$

PP_

?

%

收缩压 舒张压

体质量指数

$

O

?

"

P

-

%

干预前
=9$T-9! !!9>T-9# %#292T$29. $9-T!9$ %9-T!92 !$>9$T!>9. #.9#T29- -$9>T"9!#

干预后
$9$T"9## #9-T!9= -%.9#T-%9% %9$T!9> -9.T!9> !.-92T292 #%92T%9$ -$9-T"9!-

!

$

"9"!

$

"9"$

$

"9"!

$

"9"$

$

"9"$

$

"9"$

$

"9"$

$

"9"$

/9/

!

干预前后糖尿病知识知晓及治疗依从性得分对比
!

干预

后患者糖尿病知识知晓及治疗依从性得分高于干预前$

!

$

"9"$

%#见表
-

+

表
-

!

干预前后糖尿病知识知晓及治疗依从

!!!

性得分对比'

CTA

%分(

组别 糖尿病知识知晓得分 治疗依从性得分

干预前
!#92.T!9.$ -#92-T-9>.

干预后
-$92#T!9%. ..92-T-9>#

!

$

"9"$

$

"9"$

'

!

讨
!!

论

-

型糖尿病已在全世界流行#中国也面临沉重的糖尿病负

担+

-"!"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糖尿病患病率为
=9>S

#

糖尿病前期患病率为
!$9$S

+糖尿病引起的慢性并发症可导

致失明,肾衰竭,卒中,心肌梗死,截肢等严重后果#是致残,致

死的主要原因#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也给

患者带来巨大经济负担+循证医学证明尽早检出糖尿病并及

时进行糖尿病并发症筛查#同时良好地控制血糖#能够有效地

遏止并发症发生,发展+目前国内大部分地区有关糖尿病患者

的防治,管理工作基本是以医院为基础#血糖控制为重点#缺乏

确实有效的社区糖尿病患者医疗保健服务利用和病情控制现

状的基本信息#所以社区服务中心管理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

达标率较低+本院通过医联体联动模式对社区糖尿病患者进

行科学,有效的管理#把丰富的临床知识和经验传播给社区医

生,护士#形成一种通畅的路径式,网络式的管理模式#用于诊

治更多的糖尿病患者#使社区危急重症患者能尽早转院救治#

挽救患者的生命+

糖尿病社区管理是疾病过程中包括健康教育,饮食控制,

运动治疗,药物治疗,血糖监测
$

个方面中必不可少的部

分)

-;.

*

+通过这一模式对患者教育#提高了患者自我监测,控制

饮食,运动锻炼的知识及积极性#干预后患者血糖,血脂各项指

标水平均明显优于干预前#患者糖尿病知识知晓及治疗依从性

得分亦高于干预前+与此同时还增加了社区患者的就诊率#提

高了社区医护人员的诊疗,护理水平+经过完善的社区管理能

够使糖尿病患者对疾病知识有更加全面,正确的了解#提高自

我控制水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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