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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评价糖尿病患者数字化营养膳食模式的实施效果%方法
!

建立数字化营养膳食模式!运用该模式对糖尿病患

者实施营养膳食管理!将该院
"

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接受糖尿病营养膳食模式$和对照组"未接受糖尿病营养膳食模

式$!各
!+$

例%结果
!

干预组患者膳食管理能力&营养不良风险筛查&血糖&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胰岛素水平&体质量指数&腰臀

比例均比对照组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糖尿病营养膳食模式能提高糖尿病患者膳食管理水平!有助于

血糖血脂的控制!减少营养不良风险发生%

关键词"糖尿病#

!

数字化#

!

膳食模式#

!

营养不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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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糖尿病发病率逐渐增高#给患者和社会带来沉重负

担*预防和控制糖尿病#最有效的方式是健康促进和行为干

预%而糖尿病治疗以饮食治疗为基础#是糖尿病自然病程中任

何阶段预防和控制最重要'最基础的治疗措施(

!./

)

*现对糖尿

病患者药物治疗的同时进行营养膳食模式干预#取得满意效

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 至
"$!/

年
%

月该院住院
"

型糖尿病患者
%$$

例#均符合
LJZ

诊断标准*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纳入标准(

+

)

!首次诊断为
"

型糖尿病

而无并发症%无其他基础性疾病%药物治疗仅为口服%患者自愿

参加本研究且遵医嘱%能够理解和掌握宣教知识*排除标准!

首次诊断为
"

型糖尿病而伴有并发症%有其他基础性疾病%需

用胰岛素药物治疗者*所有研究对象对调查内容知情并同意

配合*将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接受糖尿病营养膳食模式&和

对照组$未接受糖尿病营养膳食模式&#各
!+$

例*

$#/

!

方法
!

采用糖尿病患者数字化营养膳食模式#对干预组

和对照组进行测试*将糖尿病患者的个人资料和膳食信息录

入计算机#根据软件引入导出个体的
"

个板块#作为糖尿病患

者的营养膳食模式进行管理#将管理结果进行测试*

$#/#$

!

数字化营养膳食模块
!

采用
F7<

@

6A

法(

'.(

)制订
"

型糖

尿病营养膳食模式#将糖尿病患者营养膳食管理分为大小
"

个

板块#各分
(

个板块*即大
(

板块!控制体质量'运动'心理'合

理膳食'饮水饮料'酒精'食品安全%小
(

板块!总能量'碳水化

合物'蛋白质'脂肪'蔬菜'水果'零食*将这
"

个板块在数字化

信息的基础上#组合和转变为可度量的数字数据#再将这些数

字数据建立数字化模型#引入计算机进行统一处理*在使用时

将糖尿病患者个体资料输入导出个体的
"

个板块#作为其营养

膳食模式并进行管理*

$#/#/

!

血糖监测
!

根据
-F-

+糖尿病诊疗指南$

"$!/

版&,

(

&

)

#

对患者进行早餐空腹'

%

餐餐后
"6

血糖和睡前血糖监测*如血

糖不稳定者
%

餐空腹'餐后
"6

血糖和睡前血糖均监测*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WVV!&#$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DH:

表示#使用
5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

表示#应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饮食管理能力测试结果比较
!

见表
!

*

表
!

!!

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测试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

)

&

营养膳食

知识$

,

&

营养膳食

态度$

,

&

营养膳食

执行力$

,

&

体质量指数

$

DH:

&

运动

$

,

&

干预组
!+$ **#$ *(#$ *(#$ "%#"'H"#$" **#$

对照组
!+$ (!#$ ''#$ /+#$ "+#%%H"#'+ '&#$

5 %$#(+ %!#&( '+#'( +#!/ %/#&&

!

#

$#$+

#

$#$+

#

$#$+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CR7)N<A;

!

S4<

5

"$!(

!

T1<#!/

!

U1#!/

"

基金项目!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

&*

!!

作者简介!王静#女#主任护师#主要从事临床营养及护理研究*



/#/

!

"

组患者营养不良风险筛查测试结果比较
!

"

组患者营

养不良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X*(#%%

#

!

#

$#$+

&*

见表
"

*

/#'

!

"

组患者糖脂代谢测试结果比较
!

"

组患者干预后空腹

静脉血糖$

EM[

&'餐后
"6

血糖$

"6M[

&'糖化血红蛋白

$

JC-!9

&'空腹胰岛素$

EOUV

&'三酰甘油$

0[

&和总胆固醇

$

0N

&较干预前均有改善#且干预组较对照组改善更明显#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营养不良风险筛查测试结果比较$

,

%

组别 例数$

)

& 有营养不良风险 无营养不良风险

干预组
!+$ / !/'

对照组
!+$ &! '*

表
%

!!

"

组患者糖脂代谢相关指标干预前后检测结果比较$

DH:

%

组别 例数$

)

&

EM[

$

BB1<

"

Q

&

"6M[

$

BB1<

"

Q

&

JC-!9

$

,

&

EOUV

$

BG

"

Q

&

0[

$

BB1<

"

Q

&

0N

$

BB1<

"

Q

&

干预组
!+$

干预前
&#(!H!#"" !/#%!H"#%" &#+/H"#!! !%#(/H%#"% "#(/H$#&( +#'+H$#*&

干预后
'#!+H!#$! &#!/H!#"% '#!!H!#"% !!#"/H/#"+ "#$!H$#/+ /#"%H$#%/

对照组
!+$

干预前
&#'*H!#%! !/#/"H"#"% &#'+H"#"" !%#'&H%#!+ "#(%H$#(( +#'/H$#&&

干预后
(#$$H!#$! *#!$H!#"% (#!!H!#"% !"#$/H/#"+ "#/$H$#/+ /#(*H$#'/

'

!

讨
!!

论

'#$

!

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管理模式的重要性
!

表
!

结果表

明#糖尿病患者遵从科学合理的膳食管理模式#对其体质量指

数的控制是有效的(

&

)

*糖尿病患者饮食治疗是一个持续的终

身过程#随意饮食和过度饮食会影响血糖控制#故饮食治疗必

须坚持才有效果(

*.!"

)

*糖尿病患者采用科学合理的膳食管理

模式#使其终身饮食治疗得以顺利进行*

'#/

!

加强营养膳食行为的指导和具体干预
!

表
"

结果显示#

糖尿病患者正确的饮食治疗行为可减少营养不良风险的发生*

数字化营养膳食模式在营养膳食的种类'数量'质量及其他管

理均有指导作用#可帮助患者在饮食控制下同时掌握均衡饮

食#不会因某种食物能量超量或不足而导致饮食治疗的失败#

甚至导致营养不良发生(

!%.!+

)

*

'#'

!

营养膳食模式干预的效果
!

本研究以该院糖尿病患者为

研究对象#使用.数字化营养膳食模块及其健康教育体系/#利

用模块#从把控全局$大板块!控制体质量'运动'心理'合理膳

食'饮水饮料'酒精'食品安全&及局部控制$小板块!总能量'碳

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蔬菜'水果'零食&的量和种类对糖尿

病患者进行全方位管理#提高患者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能

力#改善患者的一般情况'糖脂代谢'体质量控制等%并针对患

者不同的情况#给予相应的营养健康教育对策和干预#监测干

预前后相关指标的变化*同时在研究过程中依据患者情况及

时调整营养膳食模块及健康教育对策#达到改善患者营养状况

和临床指标的目的*表
%

结果提示#通过对糖尿病患者进行空

腹血糖'餐后血糖'三酰甘油和总胆固醇水平的检测结果#干预

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

#

$#$+

&*

综上所述#营养膳食模式的建立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更好地

掌握治疗饮食控制下的营养改善#有助于患者的一般情况'糖

脂代谢'体质量控制的改善等#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降低并发

症和病死率具有重要意义#并为今后临床营养膳食治疗和健康

教育提供理论指导#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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