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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集束化护理对预防糖尿病患者住院期间糖尿病足意外发生的效果研究

党建辉

"海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东湖院区内科!海口
"9)&)'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集束化护理对预防糖尿病患者住院期间糖尿病足意外发生的效果&方法
!

选取海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东湖内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糖尿病患者
%&"

例作为对照组研究对象!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糖

尿病患者
%&"

例作为观察组研究对象&对照组患者给予预防糖尿病足健康知识宣教!观察组患者给予预防糖尿病足意外发生的

集束化护理!对比
&

组患者在住院期间糖尿病足意外事件发生率及对糖尿病足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结果
!

观察组患者发生足

烫伤'鞋子的摩擦伤'袜子的勒伤'指甲剪误伤'胼胝的挤压伤等糖尿病足意外发生率"

)())A

%显著优于对照组的"

%'(*)A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L

%

)()"

%$观察组患者糖尿病足护理知识考核评分"

'"('6̀ '()6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糖尿病足护理知识评

分"

&*()#̀ "("&

%分!观察组患者足部护理操作评分"

6*($&̀ '($6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足部护理操作评分"

*)()'̀ %)($#

%分!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L

%

)()"

%&结论
!

集束化护理可以有效预防糖尿病足意外事件的发生!提高患者对糖尿病足的认识及足

部护理操作的能力!改善患者的生命质量&

关键词"糖尿病足$

!

集束化护理$

!

住院期间$

!

意外

!"#

!

$%&'()(

"

*

&+,,-&$)./0(122&/%$.&%.&%1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

"

&)%9

%

)9/%)&#/)'

!!

糖尿病足即足部微小血管病变和神经病变#归属于糖尿病

的慢性并发症#表现为足部乃至下肢的感染与溃疡#严重时甚

至需要截肢#增加了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顾难度)

%

*

+因

此#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足创伤(挤伤(鞋的摩擦

伤(剪趾甲过深等糖尿病足意外事件#避免进展为糖尿病足)

&

*

+

集束化护理是将有效果的护理措施捆绑起来#其中每一个要素

都经过临床验证确能改善患者情况#且在临床上被广泛运

用)

'

*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为进一步研究集束化护理对

预防糖尿病患者住院期间糖尿病足意外发生的效果#特选取

&")

例糖尿病患者分别进行预防糖尿病足健康知识宣教和集

束化护理#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将海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东湖内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糖尿病患者
%&"

例作为对照

组研究对象#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糖尿病患者

%&"

例作为观察组研究对象+对照组中男
*6

例#女
"9

例%年

龄
"&

"

6)

岁#平均年龄$

*"(&'`%%(&'

&岁%糖化血红蛋白

$

+H!%N

&为$

%)('6`)("%

&

A

#空腹血糖为$

$(%"`)(""

&

77CI

"

-

#餐后
&J

血糖为$

%9(%"̀ &(%#

&

77CI

"

-

#体质量指数

$

3Ŷ

&为$

&"(69̀ &(&#

&

a

>

"

7

&

+观察组中男
9&

例#女
"'

例%

年龄
")

"

6&

岁#平均年龄$

**(%&`%)(%"

&岁%

+H!%N

为

$

%)(*"̀ )("6

&

A

#空腹血糖为$

$(%"̀ )(""

&

77CI

"

-

#餐后
&J

血糖为$

%9('"̀ &()'

&

77CI

"

-

#

3Ŷ

为$

&*(%%`&()&

&

a

>

"

7

&

+

&

组患者的病历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糖尿病诊断标

准)

#

*

#具有多饮(多尿和原因不明体质量下降等糖尿病典型症

状#并且随机血糖
)

%%(%77CI

"

-

+

&

组患者及其家属均对本

次研究目的和方法知情同意#依从性较好#自愿参与本次研究

并主动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经过统计学处理#

&

组患者在年

龄(性别(

+H!%N

(空腹血糖(非空腹血糖(

3Ŷ

等方面未发现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可比性强+纳入标准!$

%

&

&

组

患者均确诊为糖尿病%$

&

&患者智力正常#对病史能够正确描

述#对治疗与评估方法能准确理解%$

'

&患者依从性较好(能主

动配合研究+排除标准!$

%

&糖尿病足患者%$

&

&精神疾病患者+

$(/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给予讲述预防糖尿病足健康常识#包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

卷第
9

期
!

-GHYDK.I<=

!

!

Q

M<I&)%9

!

;CI(%#

!

ZC(9



括介绍疾病成因(主要症状(预后(日常足部护理+观察组患者

给予预防糖尿病足意外发生的集束化护理+集束化护理主要

有
#

个方面!$

%

&评估+患者入院时#护士根据糖尿病足高危因

素评估表对患者评分#依据评分将患者分为非糖尿病足(轻微

糖尿病足(一般糖尿病足(重度糖尿病足高危人员
#

个等级+

$

&

&健康知识宣教+住院期间护士定期对患者进行预防糖尿病

足知识宣教#宣教形式可分为制作课件(电视宣传片(展板(发

放健康教育手测等+告知患者坐位时两腿叠加摆放#加重足部

缺血%冬季保暖时暖水袋贴身放置#可引起烫伤+$

'

&查房+指

导和鼓励患者坚持每天足部自我检查+根据糖尿病足高危人

员级别#制订查房频率+非糖尿病足高危人员和轻微糖尿病足

高危人员进出院各检查一次+一般糖尿病足高危人员每天睡

前检查一次#重度糖尿病足高危人员每天早(中(晚检查
'

次+

检查主要内容是患者足(鞋(足套+足方面#查看患者皮肤温

度(颜色(皮肤完整性(趾缝有无破溃(有无皲裂#测试足背动脉

的搏动#询问有无瘙痒(疼痛(疼痛的性质及持续时间#是否出

汗%鞋方面#检查是否为宽头鞋(是否是软底鞋#询问是否夹脚#

长时间行走有无磨脚#有条件的患者鼓励其购买糖尿病患者专

用鞋#指导女性患者不要穿高跟鞋#穿鞋前倾倒鞋子#防止异物

存在%足套方面#检查足套的材质(足套是否吸汗(透气(足套口

是否宽松#足部有无袜子的勒痕+$

#

&生活指导+指导患者洗

脚前应测量水温#不宜过冷和过热#洗脚后检查足部有无破溃#

并用白色毛巾彻底擦干足部和趾缝#足干燥部位涂抹石蜡油#

有胼胝者#由医师将胼胝切除并定期换药+定期修剪指夹#尽

量选取平口指甲刀#要求在宽敞(明亮的环境中进行#趾甲边缘

与脚趾齐平#修剪后用锉刀轻轻打磨趾甲边缘#使趾甲边缘保

持光滑+

$('

!

观察指标
!

$

%

&对比
&

组患者糖尿病足意外事件发生率#

意外事件包括足烫伤(鞋子的摩擦伤(袜子的勒伤(指甲剪误

伤(胼胝的挤压伤+$

&

&对比糖尿病足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即

对比
&

组患者糖尿病足知识答题及足部护理操作考核评分+

糖尿病足知识答题内容包括足部体检的频率#糖尿病足主要表

现(糖尿病足危险因素等#回答正确记
%

分#回答错误记
)

分#

总分为
%))

分+得分越高#表示内容掌握得越好+在患者出院

时组织足部护理操作考试#内容为洗脚和剪趾甲其中一项#由

抽签的形式决定+护士担任评委#现场打分#满分为
%))

分#最

低分为
)

分+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
5,55%9()

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或率表示#组件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

资料采用
P 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L

%

)()"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糖尿病足意外发生情况对比
!

观察组患者发生

足烫伤(鞋子的摩擦伤(袜子的勒伤(指甲剪误伤(胼胝的挤压

伤等糖尿病足意外发生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L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糖尿病足意外发生情况对比

组别
"

足烫伤

)

"

$

A

&*

鞋子的擦伤

)

"

$

A

&*

袜子的勒伤

)

"

$

A

&*

指甲剪误伤

)

"

$

A

&*

胼胝的挤压伤

)

"

$

A

&*

发生率

$

A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观察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 #()9 &()& &()& %6(&#

L

%

)()"

%

)()"

%

)()"

$

)()"

$

)()"

%

)()"

/(/

!

对比
&

组患者对糖尿病足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
!

观察组

患者的糖尿病足知识(足部护理操作考核评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见表
&

+

表
&

!!

对比
&

组患者对糖尿病足相关知识的

!!

掌握情况#

P B̀

'分$

组别
"

知识考核评分 足部护理操作考核评分

对照组
%&" &*()#̀ "("& *)()'̀ %)($#

观察组
%&" '"('6̀ '()6 6*($'̀ '($6

> %*("9 &"(6'

L

%

)()"

%

)()"

'

!

讨
!!

论

!!

糖尿病足属于糖尿病并发症#患者足溃疡渐进加重#严重

需截肢+发病率随糖尿病患者的增多而上升#已引发人们的关

注+糖尿病足治疗周期长#溃疡不易恢复#患者因截肢丧失劳

动能力)

#

*

+然而#

6"A

的截足手术其实可以避免#重点在于糖

尿病足早期预防+对糖尿病患者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能够避

免糖尿病足意外事件的发生#规避患糖尿病足的风险)

"

*

+

本研究对糖尿病患者采取集束化护理#并对糖尿病患者住

院期间糖尿病足发生的情况进行探讨#由表
%

得知#观察组糖

尿病足意外发生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集束化护理是把一切对疾病转归有好处的措施归拢#

改善患者情况)

*

*

+目前#临床疑难(危重疾病护理多倡导采用

集束化护理+护士可根据患者疾病症状(足部皮肤情况(

3Ŷ

(

生活习惯(血压(血脂(吸烟史(饮酒史情况等各个方面情况#找

到相关性因素的完成情况%通过集束化护理执行#完善护理质

量)

9

*

+同时#通过集束化护理健康宣教课件#能提升患者自身

护理水平(综合素质#不但增加了护士和患者双方参与的积极

性#还有效提高了护患双方对足部护理的重视程度)

6

*

+本研究

所采用的糖尿病足高危因素评分量表#真实反映了患者对疾病

知识和护理技能的掌握程度#暴露了患者错误的护理观念和行

为习惯#患者会自觉衡量自身不良习惯对疾病的影响#继而起

到敦促患者克制生活中的不良生活习惯)

$

*

%通过生活护理指

导#护士即时给予针对性矫正#改变以往说教方式#深入病房#

观察并了解患者的生活习惯#及时指出患者的错误护理行为#

把正确的理念和护理行为传达给患者#有效降低了糖尿病足意

外发生率)

%)

*

+

另外#本研究还显示#观察组糖尿病足知识与足部护理操

作考核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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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护理将传统分散的护理措施归纳起来#在传统健康教育的基

础上增加了护理评估(生活护理指导(患者糖尿病足知识考核

和糖尿病足自我护理技能考核等环节#比传统护理更系统#多

项措施的共同执行比传统单个措施更能提高患者的结局)

%%

*

+

临床经验表明#量表中各个环节的评分和考核制度具有可评估

性(可追溯性#更为科学%将患者进行分级#具有针对性)

%&

*

+本

研究在护理过种中制订的各种护理方法$如洗脚(剪趾甲&实施

细则#有参考标准和护士示范#能够将传统理论转化为考核患

者的实际执行#并可制订检查频率%透过考核对掌握程度进行

正反馈#避免了传统方式只指导无反馈#有效提高了糖尿病患

者对糖尿病足知识与足部护理操作的掌握情况#使其能够更好

地对自身实施护理#有避免病情的发展及恶化+

综上所述#集束化护理用于住院期间糖尿病患者中的效果

显著#不仅能有效预防糖尿病足意外发生#还能提高患者对糖尿

病足的认识及足部护理操作的能力#有效改善患者的生命质量+

参考文献

)

%

* 胡鹏#张静#徐蓉
(

集束化护理在预防糖尿病足意外发生

中的应用)

e

*

(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

#

&%

$

#

&!

#%9

#

#%$(

)

&

*

3GaaDMU

#

!

Q

DI

X

P<EFe

#

5NJG

Q

DMZ.(,MGNF<NGI

>

O<KDI<=DE

C=FJD7G=G

>

D7D=FG=K

Q

MDPD=F<C=CLFJDK<GHDF<NLCCF

&)%%

)

e

*

(@<GHDFDEYDFGH2DE2DP

#

&)%&

#

&6

$

5O

QQ

I%

&!

&&"/&'%(

)

'

* 邹倩#李登凤
(

综合护理干预对预防糖尿病足效果的研究

现状)

e

*

(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

&)%#

#

&&

$

#

&!

%"#

#

%""(

)

#

* 周娜#侯爱和#刘丽#等
(

保护动机理论在糖尿病高危足患

者护理干预中的应用)

e

*

(

解放军护理杂志#

&)%#

#

'%

$

#

&!

*/%)(

)

"

* 张卫星#张蔚蓝#杜红莲
(

临床护理路径联合集束化护理

提高护理管理质量的研究)

e

*

(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

#

%$

$

%'

&!

%"*#/%"**(

)

*

* 胡鹏#于效霞
(

糖尿病足高危因素评分量表的信效度研究

)

e

*

(

护理学报#

&)%'

#

&)

$

"!

&!

%/#(

)

9

* 李静#张月华#王美君#等
(&

型糖尿病足高危患者的足部

护理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e

*

(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

#

'%

$

%6

&!

%'"9/%'*)(

)

6

* 曾洁#裴锐#田素萍
(

延续护理在糖尿病足高危患者中的

应用)

e

*

(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

#

&)

$

%$

&!

&'#$/&'"%(

)

$

* 陆晴#王娜#许红
(

国内糖尿病足护理的研究进展与前沿

分析)

e

*

(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

#

%$

$

''

&!

#%9$(

)

%)

*

Z<MG=FJGMGaO7GMU

#

5GDDKY

#

c<IEC=^

#

DFGI(̂=/JCE

Q

<FGI

7CMFGI<F

S

G=KID=

>

FJCLEFG

S

<=

Q

GF<D=FET<FJK<GHDFDEJGP/

<=

>

LCCFK<EDGED

)

e

*

(e@<GHDFDE.C7

Q

I<NGF

#

&)%'

#

&9

$

"

&!

#"#/#"6(

)

%%

*王丽芹#李思慕#徐乃伟#等
(

糖尿病足早期预防护理干预

的研究进展)

e

*

(

护理研究#

&)%"

#

&$

$

%)

&!

'#"9/'#"$(

)

%&

*戈越红
(

强化护理教育干预预防糖尿病足的中远期效果

评价)

e

*

(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

#

%6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9/)%/%&

&

!临床探讨!

循证护理模式与传统护理模式在老年消化性

溃疡合并糖尿病患者中的对比研究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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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五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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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代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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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老年消化性溃疡合并糖尿病的循证护理方法&方法
!

选取该院就诊的老年消化性溃疡合并糖尿病
&"6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成常规组和循证护理组!每组各
%&$

例!

&

组分别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和循证护理方法&循证护理采用提

出问题'循证支持'护理干预的顺序进行!最后评估
&

组的疗效'护理满意度和住院天数&结果
!

循证护理组的总有效率为

66('9A

!显著高于常规组的
96(&$A

!血糖平稳率为"

6*('9̀ %"(&%

%

A

!显著高于常规组的"

*&('%̀ %%("

%

A

!而住院天数则是循

证护理组"

%$(*&̀ "('%

%

K

!低于常规组的"

&'(%"̀ *(%$

%

K

!循证护理组满意度为"

$&('%̀ "(%#

%分!高于常规组的"

9"('*̀ 6(%*

%

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L

%

)()"

%&结论
!

循证护理可有效提高老年消化性溃疡合并糖尿病患者的疗效'血糖稳定度和护理满

意度!缩短患者住院天数&

关键词"老年$

!

糖尿病$

!

消化性溃疡$

!

循证护理$

!

疗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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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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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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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性溃疡是消化内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而糖尿病是老

年人的多发病和常见病)

%/&

*

#因此常有老年消化性溃疡患者在

入院时就已患有糖尿病+事实上#老年消化性溃疡合并糖尿病

并不少见#有研究认为#这是因为糖尿病患者糖代谢异常#使局

部消化道黏膜受到损伤)

'

*

#从而更容易患消化性溃疡等疾病+

然而#老年消化性溃疡合并糖尿病者的溃疡症状并不典型#很

容易被忽视#导致溃疡愈合慢#血糖控制不稳#患者心理出现问

题+因此#本研究就老年消化性溃疡合并糖尿病者的
$

证护理

进行探讨#以增加其治疗效果#减少其高危因素+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的

消化性溃疡合并糖尿病老年患者
&"6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

%

&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符合参考文献)

#/"

*%$

&

&患者接受

电子胃镜检查和幽门螺杆菌检查#消化性溃疡的诊断标准符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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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龄在
*)

岁及以上+排除标准!$

%

&病理诊

断为恶性溃疡者%$

&

&合并感染(心肝肾功能不全(脑卒中等其

他疾病者%$

'

&既往有胃癌病史(应激性溃疡(吻合口溃疡(肝硬

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消化道肿瘤出血及血液疾病所

致出血者%$

#

&有排除降糖药外使用阿司匹林(抗凝剂等易引发

消化性溃疡者%$

"

&有精神病者%$

*

&不同意本次研究者+

$(/

!

分组方法
!

将
&"6

例患者按就医的序号进行随机分为常

规组和循证护理组#每组各
%&$

例+

&

组的一般资料与临床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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