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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护理对糖尿病患者的重要性
叶晓霞 （浙江省东阳市中医院门诊服务处，浙江东阳  322100）

摘要：目的：评价门诊护理对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效果及生活质量影响。方法：抽取 2020 年 1~12 月接受治疗的 126 例糖尿病患者开展研究，

回顾患者病历资料，按不同疗法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 63 例仅采用常规护理；实验组 63 例采用门诊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血糖水平

变化情况及生活质量改善程度效果。结果：实验组血糖控制情况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糖尿病患者采

取门诊护理干预，可显著改善患者血糖水平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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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针对糖尿病尚

无特效的治疗方法，主要是通过长期坚持用药及合理饮食控制血

糖为主要治疗手段。但实际中，很多患者对糖尿病知识认识较少，

常不能严格遵医嘱用药及合理饮食，导致患者无法有效控制血糖，

极易导致心脑血管等并发症的发生，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因此，

对糖尿病患者加强相关的护理具有重要意义[1]。本研究评价门诊护

理对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效果及生活质量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2020年 1~12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126例糖尿病患者

开展研究，回顾患者病历资料，按不同疗法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其中63例对照组仅采用常规护理，63例实验组采用门诊护理。

对照组男32例，女31例；年龄42~65岁，平均年龄（56.65±5.31）岁。

实验组男31例，女32例；年龄43~65岁，平均年龄（57.40±5.40）

岁。比较两组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组间差异较小，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可以进行对比研究。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告知患者出院后需按时按量用药，

应注意饮食，避免使用糖分及脂肪高的食物，坚持运动等。

实验组采取门诊护理。（1）建立患者个人档案。患者入

院后，及时建立患者个人档案，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病史、

用药情况等，对患者实施统一的管理；（2）健康教育。根据

患者的文化程度及接受能力给予健康教育，采用健康手册、录

像、多媒体等方式进行，并让患者及家属了解发病机制、服药

方法和时间、注意事项等健康知识；（3）心理护理。由于糖

尿病患者需长期用药、治疗花费较多、血糖波动等诸多因素影

响，患者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护理人员应针对患者

的年龄层次、文化水平、社会背景、经济状况等因素，实施个

性化心理疏导，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4）饮食指导。合理

饮食对患者血糖控制有帮助作用，门诊护理人员需督促患者养

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制定科学的食谱，控制脂肪与蛋白质的摄

入量，鼓励患者多吃蔬菜水果，少食高糖及高脂肪食物，以有

效控制血糖；（5）运动指导。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指导运动锻炼，

如散步、慢跑、踢键子等。

1.3 观察指标

（1）对两组患者随访6个月，在出院及返院复诊时检测其空

腹血糖（FPG）与餐后2 h血糖（2 h PG），并其血糖控制情况进行

评价。（2）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情况，生活质

量评分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情感角色、社会功能、整体健

康状况等各项指标均为10分制，分值越高则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 SPSS24.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 表示，采用 χ2

进行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实验组干预后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干预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 ±s）

组别 n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情感角色 社会功能情况 整体健康状况

对照组 63 63.43±4.12 61.32±4.54 62.88±5.08 70.07±4.23 68.45±4.75

实验组 63 76.68±4.32 87.56±5.54 83.43±4.87 80.56±4.54 88.87±5.07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糖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 6 个月后血糖水平均比出院时低，而实验

组降低幅度显著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糖情况比较（mmol/L， ±s）

组别 n
FPG 2 HpG

出院时 出院 6 个月 出院时 出院 6 个月

对照组 63 8.07±1.10 6.43±0.91 11.08±1.56 8.38±1.26

实验组 63 8.23±1.08 5.21±0.88 11.34±1.81 7.54±1.06

P ＞ 0.05 ＜ 0.05 ＞ 0.05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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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护理在老年慢性病患者中的效果分析
李红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南宁  530000）

摘要：目的：探讨居家护理在老年慢性病患者中的效果。方法：从社区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接诊的老年慢性病患者中抽取 64 例，分

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32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接受居家护理。对比两组护理干预效果。结果：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对于老年慢性病患者而言，居家护理尤为必要，可在临床广泛推广。

关键词：慢性病；老年；居家护理

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极易患各种疾病，严重影响

身心健康，生活质量每况愈下。与此同时，慢性疾病治愈困难，

病程较长，有些患者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需要进行长期

治疗和康复训练 [1]。居家护理则是康复护理的延伸，对优化

患者预后具有重大的意义。本研究探讨居家护理在老年慢性

病患者中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社区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接诊的老年慢性病

患者中抽取 64 例，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32 例。观察组男

22 例，女 10 例；年龄 66~85 岁，平均年龄（71.04±3.11）

岁。对照组男 21 例，女 11 例；年龄 65~86 岁，平均年龄

（72.21±4.53）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出院前 1 天进行床边教育，加强

饮食及运动干预，嘱咐患者科学服药。观察组实施居家护理模

式。（1）成立居家护理干预小组。挑选专业技能强、临床经

验丰富、责任意识强的医生、护士组建居家护理干预小组，其

中护士长要对小组工作进行统筹组织，开展针对性理论与技能

培训活动，强化小组整体专业水平。（2）建立患者档案信息。

了解患者病情，建立病历档案、病情追踪报道卡，动态掌握患

者病情。同时，立足于患者病情及认知水平，确定科学合理的

居家护理方案。（3）干预计划。每周电话随访 1 次，每 1~2

个月开展上门随访，同时提供门诊咨询与指导，指导内容包括

饮食、用药、心理、病情监测、急救方法、康复期运动等，每

周以微信为平台，向患者定时推送药物药效、用药注意事项、

药物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基于患者康复所需，个性化推送

康复小视频，也可采取微信或电话的方式提醒与指导患者开展

康复锻炼，调动其锻炼积极性。制定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内

容包含慢性疾病知识、运动计划、科学饮食、用药安全等。

1.3 观察指标

评定两组患者生活质量，选择生活质量评分表（QOL），
分值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将所有数据录入统计学软件中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计数资料用率表示，分别采用ｔ检验、χ2检验，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 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s，分）

组别 n 生活质量

对照组 32 63.27±1.28

观察组 32 78.17±1.04

t 7.587

P ＜ 0.05

3 讨论
新时代医学技术日益成熟，社会大众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

对预防保健、慢性疾病护理、老年护理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需构建支持联系性护理机制，以迎合群众对护理及医疗服务的
真实所需。老年慢性疾病患者出院后接受居家护理，接受专业、
系统、针对性护理指导，不仅可强化患者生活自理能力，还可
以优化生活质量，避免患者疾病复发或加重，有效保障患者的
生命健康。同时，居家护理还可降低家庭经济负担，避免医疗
资源浪费，且可构建优质的护患关系。本研究结果证实了居家
护理的有效性，值得临床广泛推广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因地
区及时间的限制，样本量纳入有限，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是是否可在国内广泛推广运用，还需开展大样本量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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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糖尿病目前还无法治愈，临床主要是通过长期坚持使用

降糖药物及控制饮食的方式维持血糖稳定，通过稳定血糖以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同时降低心脑血管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通过本研究发现，采用门诊护理后患者血糖水平明显降
低，生活质量改善程度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门诊护理干预通
过健康教育能够帮助患者更好掌握糖尿病的相关知识；通过
实施个性化心理疏导，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提高治疗疾病

信心，让患者能够积极配合治疗；通过饮食指导可帮助患者

有效控制血糖；通过运动指导可显著提高患者的自身抵抗力。

综上所述，门诊护理干预的实施对糖尿病患者的辅助治

疗效果满意，可显著改善患者血糖水平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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