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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对糖尿病足患者生存质量影响探究 

杨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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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于临床糖尿病患者在循证护理干预下生存质量的变化进行评价，同时可以为临床治疗和护

理糖尿病足患者提供理论参考。方法 选取我院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8 月间所收治的 100 例糖尿病多患者作为

本次课题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模式不同均分为观察组（n=50）及对照组（n=50），对照组患者在入院后以常规护

理模式进行干预，而观察组患者则在此基础之上全面实施循证护理模式进行干预，对两组患者经护理干预后的生

存质量评分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结果 护理干预后，在健康状况、躯体功能、情绪职能、社会功能等几项

指标方面相比较，观察组患者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经护理干预后，对照组患者的整体护

理满意度为 80%，观察组患者的整体护理满意度为 98%，两组相比较，差异显著，P＜0.05。结论 在临床糖尿病

足患者治疗过程中循证护理模式具有明显应用效果，通过该护理模式可以让患者临床症状及预后得到积极改善，

全面提升糖尿病足的治疗效果，同时也可以让患者生存质量即临床护理满意率得到全面提升，在临床上具有极大

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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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f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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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hange of quality of life of clinical diabetes patients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and nursing of diabetes foot patients. 
Methods More than 100 patients with diabetes who were controlled by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21 to August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50) and the control group (n=50)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intervened with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 after admission,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intervened with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 on 
this basis,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health status, physical function, emotion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and other 
indicators (P<0.05).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overall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80%, 
and that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8%.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l has obvious application effect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diabetes foot patients. Through this nursing model, patients' clinical symptoms and prognosis can be actively improved,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diabetes foot can be comprehensively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that 
is,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clinical nursing, can be comprehensively improved, which has great clinical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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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临床上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糖尿病足主要

是因为患者存在胰岛素缺陷或胰岛素分泌异常状况，

从而导致糖、水、蛋白质及脂肪等物质的代谢产生紊

乱，在临床上主要症状表现为高血糖[1]。糖尿病最为常

见的一种并发症为糖尿病足，患者长期血糖过高会导

致血管发生病变，同时也会影响患者末梢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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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粘稠度也会持续升高，在此情况下患者下肢会出

现严重缺血症状，同时也会引发下肢坏死、动脉供血

不足或感染等，在临床上糖尿病足主要以溃疡、肿胀、

麻木和坏疽作为主要症状，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致

死和致残的一个主要因素，会对患者身心健康及生活

质量产生巨大威胁[2]。本次研究为了深入探讨循证护理

在糖尿病足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即循证护理对糖

尿病足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现做如下汇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8 月间所收治的

100 例糖尿病多患者作为本次课题研究对象，根据护理

模式不同均分为观察组（n=50）及对照组（n=50），

观察组中的男性和女性患者分别为 24 例和 26 例，该

组患者年龄基本分布在 31~77 岁之间，年龄平均值为

（55.73±5.86）岁。对照组中的男性和女性患者分别

为 23 例和 27 例，该组患者年龄基本分布在 32~78 岁

之间，年龄平均值为（56.62±5.43）岁。两组患者在

年龄和性别等一般资料方面相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入院后根据糖尿病足的标准治疗方法

均进行常规治疗干预。针对对照组患者主要采取的是

常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要将糖

尿病足治疗和护理的相关注意事项进行全面宣教，同

时对于患者药物治疗过程进行指导。观察组患者则采

取了循证护理模式进行干预，其具体措施如下：①构

建循证护理小组。由我院具有丰富经验的护士长来担

任护理小组组长，各小组成员实现岗位和职责明确划

分；组长对整个护理过程进行全面监督管理[3]。同时组

长负责对全体护理小组成员进行专业化培训指导，对

护理人员的各项工作技能进行实施考核。②问题调查。

针对入院患者通过对病例和相关资料进行详细查阅找

出患者糖尿病足发生的具体原因。同时通过发放调查

问卷向患者及家属详细了解患者心理及营养状况。总

结当前护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③护理措施。首

先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患者在入院后要通过一对一方

式讲解、健康手册等多种途径让患者对糖尿病足的相

关知识进行全面了解，通过宣教让患者对糖尿病足发

病原因、治疗过程、后期康复等进行全面了解，以此

来提升患者对护理的依存度。其次，由于糖尿病足会

对患者的正常生活、社交等产生较大影响，甚至会导

致患者出现恐惧、抑郁和焦虑等一些负面情绪，因此

护理人员要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通过启发和安慰

等方式让患者心中的疑虑进行及时消除，鼓励患者在

治疗期间积极培养自身兴趣爱好，以正面心态和乐观

的心情来接受治疗[4]。最后要进行疾病护理。对患者降

压药物的使用要进行积极指导，在患者入院后首先要

针对患者病情进行全面监测，同时加强对患者皮肤的

护理，尤其是针对患者足部要使用温水进行清洗，清

洗过程中要对患者足趾间的皮肤状况进行细致观察，

查看其是否存在破损、感染等状况，一旦发现存在问

题要及时使用相应措施进行干预，同时要使用润肤油

进行涂抹，避免患者皮肤过分关照；如患者存在局部

创面的情况下要定期更换敷料，同时配合适量抗生素

进行治疗，同时采集患者细菌进行对抗性干预。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 n（%）表示，χ2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经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在躯体功能、社会功能、

情绪职能、健康情况等各项指标评分方面，观察组患

者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经护理干预后，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达到

80%，观察组患者的整体护理满意度为 98%，两者相

比较，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差异显著，

P<0.05。详见下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x ±s）,分] 

组别 例数 情绪智能 社会功能 健康状况 躯体功能 

观察组 50 93.24±11.43 73.78±12.62 72.76±12.64 74.46±12.98 

对照组 50 73.76±14.25 94.07±14.78 93.64±15.53 93.79±14.68 

t  5.693 5.768 5.437 6.42 吧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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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50 16（4） 24（2） 10（20） 40（80） 

观察组 50 39（2） 10（2） 1（2） 49（98） 

χ2     12.653 

P     <0.05 

 
3 讨论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常见的一种并发症，该病症在

临床上表现出治疗难度大、预后差等一些特征，当前

医学临床上针对糖尿病足主要是以预防足溃疡、避免

截肢作为主要治疗目标[5]。在治疗糖尿病过程中常规护

理模式由于缺乏统一护理标准，且护理过程中存在护

理重复交叉现象，护理过程不能体现出全面性，因此

无法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6]。作为一种新型护理模式，

循证护理在临床的应用主要是以实践操作作为基础，

通过科学理论为护理过程提供依据，同时全面结合了

护理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医护人员专业技能及护理依

据等各类因素，在此基础上针对患者具体情况制定出

更加科学的护理方案。行政护理在应用过程中首先需

要构建起护理小组，随后在针对护理状况提出相关问

题，并制定有针对性护理对策，在护理过程中通过健

康教育、疾病护理和心理护理等各项措施可以让患者

临床症状和心理状态得到积极改善，同时也可以实现

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在此情形下患者生存

能力可得到积极改善[7]。根据本次研究指示，经护理干

预后，两组患者在躯体功能、社会功能、情绪职能、

健康情况等各项指标评分方面，观察组患者的得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经护理干预后，

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达到 80%，观察组患者的整

体护理满意度为 98%，两者相比较，观察组患者护理

满意度明显更高，差异显著，P<0.05[8-12]。 
综上所述，在临床糖尿病足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循

证护理模式能够取得良好临床护理效果，通过科学制

定护理计划可以让患者预后得到积极改善，也可以让

患者生存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在临床上具有极大推广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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