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理学研究                                                                            2022 年第 4 卷第 3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https://ijnr.oajrc.org 

- 166 - 

老年糖尿病性冠心病患者应用预见性护理模式的效果 

朱贤玉 

纳雍县人民医院  贵州毕节 

【摘要】目的 分析探究老年糖尿病性冠心病患者应用预见性护理模式的效果。方法 选取于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至我院接受老年糖尿病性冠心病护理的患者，共 100 例，按照电脑盲选的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

组，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预见性护理的护理模式进行干

预，对比分析观察组与对照干预后的护理满意度、各项血糖指标、生存质量评分。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的护理满

意度、各项血糖指标、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其中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老年糖尿病性冠

心病患者应用预见性护理模式进行干预能有效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血糖水平得到有效控制，同时提升患者生活

质量；在临床应用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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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applying predictive nursing model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ic coronary heart disease 

Xianyu Zhu 

Nayong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Bijie, Guizhou,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model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ic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ho received elderly diabetic coronary heart disease 
nursing care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computer blind selection. Nursing nursing mode was used to interven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intervened by predictive nursing nursing mod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various blood glucose indicator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various blood 
glucose indicators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P<0.0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redictive nursing mode 
intervention in elderly diabetic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blood sugar level,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t has excellent effect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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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年糖尿病性心脏病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具有多

发性，是糖尿病最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糖尿病性心

脏病包括糖尿病所导致的冠心病、糖尿病性心肌病与

糖尿病性心脏自主神经病[1]。临床表现为心绞痛：发作

性胸骨下端心前区缩窄性疼痛，向左肩背以及腕部放

射；无痛性心机梗死，容易导致患者新功能不全、心

源性休克、心脏破裂甚至猝死等极端情况的发生。相

比于单纯的冠心病患者，老年糖尿病性冠心病患者发

生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的机率明显更高，容易导致

病情的进一步扩大，为日常生活中为患者带来了极大

的痛苦[2-3]。为了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保障其生命安

全，在护理干预的过程中需要有针对性的对患者提供

恰当的干预措施。本文将以我院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接受老年糖尿病性冠心病护理的患者为例，分

析探究老年糖尿病性冠心病患者应用预见性护理模式

的效果，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至我院接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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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糖尿病性冠心病护理的患者，共 100 例按照电脑盲

选的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中，男性

患者 23 例，女性患者 27 例，年龄为 55-80 岁，平均

年龄为（68.30±2.86）岁，糖尿病病程 1-26 年，平均

（8.29±3.04）年；观察组中，男性患者 29 例，女性

患者 21 例，年龄为 60-83 岁，平均年龄为（69.79±3.01）
岁，糖尿病病程 1-23 年，平均（8.54±2.76）年。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 P＞0.05，
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经检查诊断，两组患者均为老年糖

尿病性冠心病；②两组患者及其家属均已同意参与本

次研究；③本次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排除标准：①中途退出本次研究的患者；②精神

异常、沟通障碍、治疗配合度低患者；③存在严重血

液疾病、肝肾功能不全患者。 
1.2 方法： 
（1）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 
医护人员最好对患者日常血糖等指标进行监测并

记录等工作，根据患者需求与护理过程中的相关规定

最好常规护理。 
（2）观察组采用预见性护理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 
①环境方面：为患者提供干净、通风、相对舒适

的病房，保证患者每日得到充分的休息，在病床旁安

置床挡、地面加以防滑措施、卫生间、过道等位置设

置扶手避免出现患者坠床、滑倒等情况的出现。 
②患者身体各项指标监测方面：在护理过程中，

严密监测患者血压、脉搏、呼吸等方面的生命体征指

标，随时了解掌握患者情况；在血糖、血压、血脂等

指标方面加强监测力度，如果出现异常立即对其采用

有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尤其是在夜间，加强对其血糖

指标的监测，询问患者是否存在心慌、头晕、冒汗等

症状，如果存在立即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身体体征

方面：每日对患者足部、口腔等部位进行检查，查看

是否出现溃烂、破损等情况，采取有预防性的干预措

施，避免感染情况的发生。 
③病情持续性监测方面：加强病情持续性监测，

观察病情变化，注意患者是否出现疼痛加重、呼吸困

难等情况，收集整理相关数据及时报备临床医生；护

理过程中遵循医嘱调节输液速度、输液种类，观察患

者是否出现不良反应并及时处理与记录。 
④日常生活方面：叮嘱患者定时定量进食，多餐

少食，食物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减少糖分的摄入、排

便时不可用力排便、如患者出现便秘症状为其提供相

应的处理。 
⑤用药指导方面：发药时详细为患者讲解各项药

物的注意事项、禁忌事项以及不良反应叮嘱患者按时

按量服药，出现不良反应及时告知医护人员，采取相

应的处理措施。并在整个护理过程中加强巡视，检查

患者用药后的状况，如是否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做

到勤于排查，快于处理。 
⑥运动恢复方面：更具患者实际身体状况制定相

应的运动计划，指导患者进行合理适当的运动。在过

程中注意运动方式与控制运动量，禁止剧烈运动，在

进行含有起身及下蹲动作的运动时，注意动作不应过

快，避免危险情况的发生，整个过程中配备相应的医

护人员进行陪伴，保证患者运动过程中的安全。 
⑦心理方面：优于疾病的反复发作，与整个康复

过程的时间漫长、患者可能对整个护理恢复过程产生

怀疑，内心出现焦、抑郁等不良心理因素，可能导致

患者在护理过程中的配合度降低甚至导致影响患者康

复速率的后果。在整个护理过程中，应与患者进行积

极沟通，鼓励其倾诉内心的不适，进而消除患者内心

的压力、排除其内心的不良情绪，为其树立早日康复

的信心。 
⑧并发症的预防方面：加强血糖、血压等指标的

监测，预防低血糖、血糖超标、高血压等情况的出现，

及时消除心绞痛、心肌梗死等并发症的的出现，同时

在整个护理过程中准备好除颤仪、抢救药物等，一旦

出现紧急情况，立即为患者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 
1.3 观察指标 
对比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经护理之后的护理满意度、

各项血糖指标、生活质量评分，其中护理满意度分为

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护理满意度=（满意人数+
基本满意人数）/总人数×100%。生存质量评分分为生

理功能评分、心理功能评分、行动功能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17.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照组与观察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经护理干预后，对比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 P＜0.05，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所示： 
对照组中：满意例数：26 例（52%），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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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11 例（22%），不满意例数：13 例（26%），

护理满意度为：74%。 
观察组中：满意例数：28 例（56%），基本满意

例数：19 例（38%），不满意例数：3 例（6%），护

理满意度为 94%。对照组与观察组中 χ2=7.441，P=0.006。 
2.2 对照组与观察组生存质量评分对比 
护理干预前对照组与观察组生存质量评分对比中，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护理干预后，对比观

察组与对照组生存质量评分。观察组生存质量评分明

显优于对照组，其中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详情如下所示： 
对照组护理前生理功能评分：（1.23±0.22）分；

观察组护理前生理功能评分：（1.30±0.23）分，其中

t=1.555；P=0.123。对照组护理前心理功能评分：（1.45
±0.26）分；观察组护理前心理功能评分：（1.48±0.24）
分；其中 t=0.600；P=0.549。对照组护理前行动功能评

分：（1.37±0.22）分；观察组护理前行动功能评分：

（1.38±0.23）分；其中 t=0.222；P=0.825。对照组护

理前社会功能评分：（1.44±0.43）分；观察组护理前

社会功能评分：（1.44±0.46）分；其中 t=0.000；P=1.000。 
对照组护理后生理功能评分：(3.12±0.45)分；观

察组护理后生理功能评分：（4.28±0.84），其中 t=8.608；
P=0.001。对照组护理后心理功能评分：（3.20±0.25）
分；观察组护理后心理功能评分：（4.72±0.33）分，

其中 t=25.961；P=0.001。对照组护理后行动功能评分：

（2.98±0.23）分；观察组护理后行动功能评分：（4.17
±0.27）分，其中 t=23.724；P=0.001 对照组护理后社

会功能评分：（3.38±0.21）分；观察组护理后社会功

能评分：（4.67±0.35）分，其中 t=22.348；P=0.001。 
2.3 对照组与观察组血糖指标对比 
护理干预前对照组与观察组血糖指标对比中，P＞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护理干预后，对比观察组

与对照组血糖指标对比。观察组血糖指标明显优于对

照组，其中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

所示： 
对照组护理前 HbA1c:(8.72±1.30）%；观察组护

理前 HbA1c：（8.66±1.33）%；其中 t=0.228；P=0.820。
对照组护理前 FPG：（9.20±1.21）mmol/L；观察组护

理前FPG：（9.22±1.16）mmol/L；其中 t=0.084；P=0.933。
对照组护理前 2hPG 对比：（13.18±2.07）mmol/L；
观察组护理前 2hPG 对比：（13.26±2.22）mmol/L；
其中 t=0.186；P=0.853。 

对照组护理后 HbA1c:(6.55±1.20）%；观察组护

理后 HbA1c：（5.12±1.21）%；其中 t=5.934；P=0.001。
对照组护理后 FPG：（7.50±1.07）mmol/L；观察组护

理后FPG：（6.40±1.03）mmol/L；其中 t=5.237；P=0.001。
对照组护理前 2hPG 对比：（10.35±1.87）mmol/L；
观察组护理前 2hPG 对比：（8.32±2.09）mmol/L；其

中 t=5.118；P=0.001。 
3 讨论 
老年糖尿病性心脏病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具有多

发性，是糖尿病最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在病理方面，

糖尿病性心血管疾病可分为特异性与非特异性两种类

型，非特异性表示动脉粥样硬化与小动脉硬化[4-5]。主

要累及大中血管、肢体动脉、心脑血管等，常见于老

年人；特异性表示微血管与小动脉增生性改变，限于

小血管，常见于不同年龄的患者。糖尿病性心脏病是

指在糖、脂肪等代谢紊乱的基础上发生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微血管病变、心脏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以及心肌

代谢异常，最后导致心脏的器质性和功能性改变。在

同时病发后极易导致相应并发症的出现，如发生严重

的心功能不全、心率市场、心源性休克、心脏破裂等，

严重的甚至导致猝死[6]。发病机制可归纳为：胰岛素通

过其自身的生长刺激作用和刺激其他生长因子；胰岛

素增加远曲肾小管对钠和水的重吸收；胰岛素抵抗引

起脂类代谢紊乱；高血糖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引起

血管壁的胶原蛋白非酶糖化与氧化；糖尿病心肌微血

管病变、微循环障碍、微血管底膜增厚等[7-8]。为日常

生活中为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改善患者的生

活质量，保障其生命安全，在护理干预的过程中需要

有针对性的对患者提供恰当的干预措施。 
在预见性护理的过程中，重视患者的住院环境，

在病房中安装各种防护设施能有效减少患者在整个护

理过程中的安全，在患者各项身体指标的监测方面相

比与常规护理有质的加强，该措施方便了医护人员能

随时掌握患者的病情以及各项生命体征，如出现极端

情况能及时采取急救措施，为患者的康复提供安全的

大环境；在心理方面通过医护人员耐心细致的沟通能

及时了解患者内心的不良情绪，并及时排解其焦虑、

忧郁的负面情绪，为其建立战胜病魔的信心，同时有

效的提升护理配合度。在用药指导方面，及时提醒用

药过程的注意事项、减少了患者因用药而造成进一步

损伤的概率，在运动、日常生活、饮食等方面，为患

者制定了合理的计划，保证了饮食能满足患者日常所

欲的营养，改善体质；安全合理的运动能消耗多余热

量，达到降脂降压的目的，从而加快其恢复速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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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恢复质量。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在护理满意度、

护理满意度、各项血糖指标、生存质量评分都明显优

于对照组，其中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老年糖尿病性冠心病患者应用预见性

护理模式进行干预能有效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血糖

水平得到有效控制，同时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在临床

应用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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