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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护理中的个性化护理效果
郭翠娟  （嘉祥县人民医院，山东济宁  272400）

摘要：目的：研究分析在糖尿病患者中应用个性化护理的实际情况。方法：任意选择医院在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间接诊的 100 例糖尿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数据分组法任意将 100 名患者均分成研究组和参照组，每一组 50 例，参照组给予日常基本护理，研究组给予个

性化的护理，对照分析两组患者对临床护理的依从程度，以及患者对护理的满意程度。结果：对比 2 组患者的饮食搭配，运动，心理状态及

其用药治疗的依从，研究组患者的依从显著高过参照组，对比数据信息差别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对比小组之间护理满意率发现，

研究组的护理总服务质量为 98.00%，参照组的护理总服务质量为 80.00%，小组之间数值差别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结论：在糖尿病

患者中应用个性化护理，能有效帮助患者管理血糖，改善患者病况，提升患者依从与护理满意率，非常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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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是医学上普遍的慢性疾病之一，此病现阶段
未有完全康复的方式属于终身疾病，只有通过长期服药来减
轻病况。近几年，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社会环境的改变，
糖尿病患者的发病率日益提升，糖尿病发病年龄逐渐缩小，
直接妨碍了当今社会的稳定发展 [1]。糖尿病患者病况只有使
用药品及护理干预帮助控制，相比于应用降低血糖的药物，
适合的护理干预对患者的治疗情况会更好。以往糖尿病都使
用药物进行治疗，而忽视了护理方面的作用，但很多的治疗
经验说明，常规护理不具备目的性，没法精确的“对症治疗”，
针对血糖的稳定效果并不明显。当今，个性化的护理模式已
普遍用于护理糖尿病患者的首选，“以民为本”是个性化护
理的核心观念，对于患者的具体病况制订出目的性的调理方
案，进而高效地缓解病况。因而，本文选择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医院治疗的 10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在糖尿病患
者中利用个性化护理仍需进一步分析和研究，现报道如下所
示。

1材料与方式

1.1  一般材料

任意选择医院接诊的 100 例糖尿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
有患者均以疾病诊断确诊，签订同意书并获准许，将可能影
响结果的因素去除。按随机数据分组法任意将 100 例患者均
值分成研究组和参照组，每一组 50 例，研究组里有男士 30
例，女士20例；患者年龄38~79岁，患者均值（57.6±3.23）
岁；文化水平：大学本科及以上 18 例，专科生 20 例，初中
及下列 12 例。参照组中有男士 25 例，女士 25 例；患者年龄
38~80 岁，患者平均值（57.1±4.22）岁；文化水平：大学
本科及之上 20 例，专科生 20 例，初中及下列 10 例。全部患
者的性别，年纪及其受教育程度等常规标准间差别无统计学
意义（P＞ 0.05），可完成对比。

1.2  一般方式

参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住院治疗后掌握每一位
患者真实情况，性别年纪等常规性材料，先向患者开展全身
体检，每日按时检验患者的血糖及血糖水准，同时留意其神经，
循环系统等情况，评定患者的身体状况，制订相对应的治疗
及护理方案。

研究组患者在参照组的基础上给予个性化护理干预，主
要内容如下所示：①健康宣教：定时向患者以及家属解读糖

尿病患者的有关专业知识，如发病原因，常见症状及其病况
发展，对患者明确提出的情况开展科学规范的表述，确保患
者能了解相关痛风的常规知识，便于有利于其事后治疗，使
患者与医务人员创建良好的护患矛盾，提升患者的依从性。
②心态心理引导：现阶段没有痊愈的方式，只有通过长期的
用药控制，因此治疗时间较长，患者在所难免发生焦虑，狂
躁等，不利病况的控制。因此，作为患者亲属及其护理人员
应及时留意患者的情感转变，提升与患者的沟通交流，疏通
其欠佳心理状态，正确引导其建立战胜病魔的自信心，配合
医师做好积极主动治疗，这都有利于病况控制。③加强运动：
按照患者的具体病况制订目的性的运动计划，锻炼时长与运
动强度应在患者人体的承受范围内，健身时间多选择在饭后
进行，运动强度以略微流汗为标准。运动方式不适合强烈，
理应选择跑步、散步、练拳等方法为宜，与此同时也需要因
人而异，随时随地调节计划方案。④饮食搭配干预：糖尿病
患者发生的原因，可能与遗传基因的情况和家庭环境有关，
不注重饮食搭配，也是引起糖尿病的重要原因，因而，控制
好日常饮食涉及的糖分和热量，保证少吃多餐，合理搭配，
防止摄取糖分较高的食材及水果。

1.3  临床指标值评价

对患者的治疗依从开展点评：以饮食搭配，健身运动，
心理状态及其用药治疗的得分为主，对其治疗依从点评。得
分范畴为 0~50 分，得分越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越好。

护理满意率的点评分析：派发问卷调查表，得分范畴为
0~100 分，得分越高说明护理满意率越高。满意率划成 3 个
梯度方向即不满意、满意、一般，满意得分＞ 80 分；一般满
意在 60 到 80 之间；不满意得分小于 60 分。

1.4  统计分析方法

本文数据统计分析应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开展，计量

资料同意使用（x ±s）表达，小组之间数据信息的对比与差
别的认证选用 t 检验，计量资料用百分比（％）意味着，χ2

检测，当 P 值＜ 0.05 为差别存在统计学差异。

2结果

2.1  比较 2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通过表 1 可知，比较 2 组的饮食、运动、心理以及药物
治疗的依从性，研究组患者的依从性明显高于参照组，2 组
数据的差异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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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临床针对两组患者的满意程度分析 [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率

参照组 50 20 29 1 98.00%

研究组 50 20 20 10 80.00%

χ2 4.062

P P＜ 0.05

2.2  对比 2组的护理满意度

通过表 2 对比 2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可知，研究组中有
1 例对护理结果不满意，护理总体满意度 98.00%；参照组中
有 10 例对护理结果不满意，护理总体满意度为 80.00%，组
间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

表1  2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s，分）

组别 例数 饮食 运动 心理 药物治疗

参照组 50 43.23±3.08 45.12±2.88 43.65±3.06 46.33±3.26

研究组 50 38.11±2.97 35.81±2.29 37.83±2.63 38.53±2.75

t 3.207 4.208 3.055 4.407

P 0.025 0.011 0.027 0.013

3讨论

个性化护理是在传统护理上加强健康教育，帮助患者
梳理心态心理，建立合理的饮食结构并适度锻炼增强患者免
疫力。让患者血糖水平稳定，尽可能满足患者要求，控制病
况。个性化护理致力于紧紧围绕患者的病况进行系统性的护
理，护理人员要不断加强自身能力，注重与患者及家属沟通

交流的方式，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良好的沟通可以给患者
舒适感与安全感，提升其依从，建立了较好的医患矛盾，有
利于病况控制 [2-3]。尊重护理的个性化有利于提升对护理
人员的规定，多方位，实时监控，并依据病况转变及时调节
治疗方案，而达到最好的服务质量，明显地提高了护理质量，
管理血糖水平，能够有效地避免患者不良反应的产生，改进
患者病况。该科学研究数据显示，比照 2 组的饮食搭配、健
身运动、心理状态及其用药治疗的依从性发现，给予个性化
护理干预的研究组患者依从性显著高过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的
参照组，2 组数据信息差别存在统计学差异（P ＜ 0.05）；
对比小组之间护理满意率发现，研究组的护理总服务质量为
98.00%，参照组的护理总服务质量为 80.00%，小组之间数值
差别存在统计学差异（P ＜ 0.05）。不难看出，个性化护理
干预不但达到患者的个体要求，还提升了护理满意率，高品
质的护理服务明显改进了患者病况，与此同时减少了并发症
的发病率。总的来说，个性化护理干预可合理控制糖尿患者
的血糖水平，提升其治疗依从性，改进其生活质量，非常值
得在临床医学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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