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理学研究                                                                            2024 年第 6 卷第 6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https://ijnr.oajrc.org 

- 86 - 

以学定教式饮食营养教育在骨科糖尿病患者围术期中的效果 

罗红丽 

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分析在骨科糖尿病患者围术期中采用以学定教式饮食营养教育的效果。方法 以 2023 年 3 月-
2024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 80 例骨科糖尿病患者为分析对象，将其依据数字表法分为两组，一组应用常规护理视为

参照组，另一组应用以学定教式饮食营养教育视为研究组，各 40 例。统计护理的结果并比较。结果 护理前两组

患者的血糖水平无较大差异（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血糖水平均优于护理前，其中研究组优势高于参照组（P
＜0.05）。研究组患者接受护理后其自我管理能力显著高于参照组（P＜0.05）。结论 在骨科糖尿病患者围术期

采用以学定教式饮食营养教育，能够改善患者的血糖水平并促进自我管理能力提高，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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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earning-oriented diet and nutrition education in patients with orthopaedic diabete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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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learning-oriented diet nutrition education in patients with orthopaedic 
diabete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Methods 80 cases of orthopedic diabetes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3 to March 2024 were analyz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numerical table method. One group was 
treated as the reference group with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ther group was treated as the research group with learning and 
teaching diet and nutrition education, with 40 cases each. The results of nursing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lood glucose leve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care (P > 0.05), and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care was better than that before care, and the advantag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fter receiving nursing care (P < 0.05). Conclusion In patients with orthopaedic 
diabetes, perioperative diet nutrition education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blood sugar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elf-
management ability, which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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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临床中糖尿病是常见的慢性疾病，该病的

主要特征是血糖水平增高，疾病发生后患者会出现多

种临床症状，如多饮、多食、多尿等[1]。糖尿病呈现出

进行性发展的趋势，其间需要对疾病进行合理的控制，

若不当救护累积患者的心脏、肾、眼等组织和器官，随

着病情的发展患者发生代谢紊乱的几率增加[2]。据相关

数据统计得知[3]，糖尿病发生率随着人们生活习惯和饮

食结构的改变而增加，同时骨科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

对此类患者采用手术治疗方法能够促进骨折的愈合，

但手术会导致糖尿病病情加重，同时糖尿病还会导致

对患者的愈合效果产生影响。因此对此类患者加强护

理十分重要。骨科患者需对营养需求较多，如何保证顾

客糖尿病患者营养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控制血糖的

稳定性，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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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定教式饮食营养教育的应用，并选择部分患者开展

对比分析，统计相关结果后作出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3 年 3 月-2024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骨科糖尿病患

者中选取资料完整且愿意配合研究的 80 例进行分析，

随机分为研究组、参照组两个小组，年龄最低值 52 岁，

最高 71 岁，平均（60.25±7.14）岁，基线资料对比无区

域，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中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参照组患者确定后对其采用常规健康教育，护理

人员依据实际情况进行护理计划和相关目标的制定，

患者入院后进行健康教育手册的制作，并发放给患者，

依据手册内容为患者讲解相关知识。 
研究组患者确定后对其护理期间采用以学定教式

饮食营养教育，具体方法如下：①详细评估：患者入院

后，护理人员应该及时进行相关调查问卷的整理，对患

者认知程度进行调查，同时调查患者的饮食习惯和膳

食频率，问卷整理后于 24h 内完成调查，通过调查结

果进行患者营养状态的分析，了解其健康程度，分析患

者对糖尿病知识的认知情况，以此为基础进行教学方

式的确定。（2）营养教育：在对患者进行营养教育的

过程中，需要提前进行目标的明确，之后给予患者正确

的指导，使其能够自主学习健康知识同时对自学成果

进行检测，另外还要对相关知识进行详细的讲解。护理

人员对患者进行相关评估后，依据个体化差异进行饮

食任务的制定，要求患者按照任务进行饮食方面的调

整，给予患者基础治疗即医学营养治疗，从而保证患者

的并发症得到良好的控制。在患者饮食方面，护理人员

应加强管理和控制，对患者的血糖水平进行严密监测，

保持稳定性，为了促进患者的骨折愈合适当地增加营

养。在饮食过程中要坚持以下原则：若患者为成年人，

应控制好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摄入量，以 50%-
60%、20%-25%、15%、20%为宜。另外护理人员进行

饮食指导治疗的整理，并将其与评估表一同发放给患

者，对于患者提出的疑问，护理人员应耐心且详细地讲

解，在教学期间护理人员应给予患者和家属充足的自

学时间，同时在其学习期间进行监测，在此过程中护理

人员还要加强巡视频次，对患者和家属进行鼓励，使其

能够勇敢地提出疑问，在提问环节，将患者作为主导，

给予充足的鼓励，从而使患者学习的意愿更加主动，从

而提高患者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4]。（3）饮食日记

的设立：护理后对饮食日记进行制作，明确其内容，主

要包括患者的年龄、日常能量需求、标准体重、用餐情

况和血糖水平等，发放给患者中，护理人员要对填写情

况进行监督，要求患者主动填写，将正确的食物营养换

算方法告知患者，使其能够对自身每日所需能力进行

计算，进行食物成分的详细地分析，同时还要详细地记

录水果的重量和名称，患者饮食日记记录后，护理人员

进行分析，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患者的饮食计划

进行详细地制定，以此促进患者血糖稳定性和营养均

衡性。 
1.3 观察指标 
1.3.1 血糖水平分析 
患者接受护理前和护理后对其血糖水平进行监测，

主要包括餐后 2h 血糖和空腹血糖，记录相关数据后完

成 2 组的分析和对比。 
1.3.2 分析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对患者进行护理后，采用 SMAS 量表进行自我管

理能力的评估，其中包含饮食、运动、情绪、症状、健

康观念、作息和环境等条目，每个项目总分 100 分，所

得数值越高，说明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n（％）、（x±s）即计数资料、计量资料是研究

中的主要数据，将其进行统计后在计算机 SPSS22.0 软

件中进行相关处理，并完成各种数据的分类，而数据的

检验过程中使用“t”检验计量资料，使用“χ2”检验计

数资料，若检验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则说明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糖水平 
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前，无论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

2h 血糖水平均无较大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的血糖水平均得到改善，但两

组相比研究组最具有优势，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2.2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 2 组自我管理能力 
不同方法护理后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比较，研

究组明显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3 讨论 
在骨科糖尿病患者围术期中，糖尿病教育工作十

分重要，需要帮助患者在短时间内掌握饮食方面的知

识，同时还要提高患者对血糖知识的掌握情况，让患者

通过良好的知识基础，以及合理的饮食，促进机体功能

的恢复，以往所使用的健康教育多以灌输式方面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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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方法护理前后比较 2 组患者的血糖水平（x±s，mmol/L） 

组别 例数 
空腹血糖 餐后 2h 血糖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0 9.27±0.94 6.03±0.15 12.89±0.68 8.09±0.22 
参照组 40 9.25±0.42 7.34±0.52 12.58±0.72 10.64±0.82 

t  0.158 10.698 0.369 12.521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 2 组自我管理能力（x±s，分） 

组别 例数 饮食 运动 情绪 症状 健康观念 作息 环境 

研究组 40 92.26±8.51 90.26±8.49 91.49±8.98 90.89±6.83 91.49±4.88 90.26±2.93 91.33±2.68 
参照组 40 75.41±8.41 74.24±6.89 80.24±6.69 80.33±4.95 80.24±9.86 81.64±2.78 80.33±2.95 

t  9.876 10.258 7.135 8.765 12.541 15.254 19.369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理论知识，虽然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教育形式存在单一

化特点，内容较为枯燥，不利于患者掌握度的提高[5-6]。

因此为了促进患者对相关知识的掌握，需要临床中对

饮食教育方法进行深入探讨，总结科学的教育方式。就

以学定教饮食营养教育而言，其主要是对学习者的身

心规律以及学习能力进行了解后制定相应的教学方法

和途径，该方法能够让患者充分地了解相关知识，进而

合理地饮食，并保持血糖的稳定性，在营养得到支持的

同时促进骨折的愈合。该模式的应用，需要护理人员坚

持医学为本，以此为基础为患者进行多方面的健康教

育，并给予患者正确的引导，使其能积极参与，从而提

高学习效果。与传统糖尿病教育模式相比，该方法的应

用过程中，制订了饮食日记，对患者的情况进行详细的

记录，通过分析了解到血糖受到各种饮食的影响，从而

探索具有营养的食物且对血糖影响较小的食物，在维

持患者能量需求的同时，保持患者血糖的稳定性[7]。本

研究对研究组患者采用以学定教式饮食营养教育，该

组患者的血糖水平与参照组相比具有优势，同时对患

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行评价，研究组患者能力较强，差

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采用以学定教式饮食营养健康教育进

行骨科糖尿病患者围术期的干预，能够有效地改善患

者的血糖水平，使其自我管理能力得到提高，具有较高

的应用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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