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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护理模式在老年糖尿病足伤口管理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梅 丹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内二科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精细化护理模式应用在老年糖尿病足伤口管理中的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我科室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收治的 100 例老年糖尿病足患者为研究对象，利用随机数表法将患者进行分组，共分成对照

组和研究组，各 5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实施精细化护理，观察糖尿病足伤口护理效果、血糖指标

及预后效果。结果 通过护理实施后，研究组患者糖尿病足护理有效率（P<0.05）。在血糖指标上，护理后研究组

患者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均低于对照组，预后生活质量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精细化护理模式应用在老年糖尿病足伤口管理中可促进创面恢复，控制血糖，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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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pplication effect of fine nursing model in wound management of elderly diabetic f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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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application of refined nursing mode in the foot wound 
management of elderly diabetic patients. Methods 100 elderly diabetic foot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3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research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research group received refined nursing. To observe the nursing effect, blood glucose index and 
prognosis of diabetic foot wound. Results After nursing implementation, the effective rate of diabetic foot nursing in the 
study group (P<0.05). In terms of blood glucose indexes, the levels of fasting blood glucose, 2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and HBA1c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nursing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rognostic quality of lif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refined nursing mode 
in wound management of elderly diabetic feet can promote wound recovery, control blood sugar and improve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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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常见慢性病，在日常生活习惯持续变化

下，导致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难以得到有效控制。若是

患者血糖持续增高，在病情持续发展下，容易引发糖尿

病足，这时会给患者足部造成一定伤口，且感染风险较

大，所以关注患者糖尿病足伤口管理极为重要。近几年

有研究表明，精细化护理对于糖尿病足护理管理可以

起到重要作用，可以指导患者生活饮食习惯，适当运

动，控制血糖水平。基于此，本次选取我院 2021 年至

2023 年收治的老年糖尿病足患者，分析精细化护理效

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研究从我科室 2021 年 1 月-2023 年 1 月收治患者

中随机挑选出 100 例老年糖尿病足患者为研究对象，

全部患者入院后搜集资料，并在随机数表法下分成对

照组与研究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男 27 例，女 23 例，

年龄范围 65-80 岁，平均年龄（71.34±1.25）岁，病程

时间在 1-5 年，平均病程（2.41±0.34）年，伤口部位

在足跟 22 例，足趾部 12 例，足踝 13 例，其他 3 例；

研究组男 29 例，女 21 例，年龄范围 66-79 岁，平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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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71.48±1.33）岁，病程时间在 1-4 年，平均病程

（2.13±0.28）年，伤口部位在足跟 21 例，足趾部 11
例，足踝 14 例，其他 4 例；上述资料对比统计 P>0.05。 

纳入标准：（1）患者均经过《糖尿病指南》中明

确规范确认患有糖尿病疾病；（2）患者各项资料齐全；

（3）足部伤口面积超过 3cm2。排除标准：（1）认知

功能障碍或者无法获得外界信息者；（2）肢体功能缺

陷或者行动不便者；（3）无法配合研究者。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需定期监测患者血糖，并给

予患者正确用药，同时加强患者健康知识宣教，掌握各

项疾病知识，及时了解患者心理状况，给予心理疏导，

改善患者心理状态。 
研究组在上述基础上进行精细化护理： 
（1）环境护理：护理人员需要做好病房内环境管

理，调节温度和湿度，并定期进行通风，加强卫生清洁

和消毒，在病房一些区域适当放置绿植，给患者营造舒

适环境。在日间阶段，护理人员应该严格执行探视秩序

制度，尽可能控制病房内人员数量，控制病房内音量，

防止给患者休息造成不利影响。在夜间需要及时关闭

一些医疗器械，并调制灯光亮度，指导患者倾听一些轻

音乐，帮助患者快速入眠，如果患者伴有失眠，结合失

眠程度适当进行药物服用，提高患者睡眠质量。 
（2）病情监测：护理人员需要及时了解患者身体

状况，比如关注患者足部皮肤和末端血运情况，并查看

足部皮肤创面，观察是否存在感染或者皮肤坏死，同时

密切监测患者血糖水平，如果出现异常波动需及时了

解原因并采取针对性处理。 
（3）伤口管理：在护理过程中，在清理伤口时需

要应用无刺激性液体，并选择相应敷料，维持伤口湿

润，若是患者伴有伤口感染，则可以借助磺胺嘧啶银药

物，减轻感染情况。同时，护理人员需要教导家属伤口

处理方式，定期给予患者足部清洁，维持足部干燥清

洁，但是需注意，伤口部位避免沾水。 

（4）出院指导：当患者即将出院时，医院需结合

患者情况制定针对性出院指导方案，教导患者正确饮

食方案，并叮嘱患者定期进行运动，严格按照医嘱进行

用药。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给予患者延续护理，定期

微信病患群推送疾病防治相关知识，促进患者养成良

好习惯，有效控制血糖水平。 
1.3 观察指标 
糖尿病足伤口管理效果严格按照《最新伤口护理

学》相关内容进行评估，具体评估按照以下标准： 
（1）显效：患者伤口恢复情况表现良好，伤口创

面基本得到愈合，未出现其他不良情况； 
（2）有效：患者伤口伴有轻微血肿或者积液，创

面逐渐愈合； 
（3）无效：患者伤口愈合不良，且存在严重化脓、

坏死，需采取其他处理。伤口改善有效率=（显效+有
效）/总例数×100%。 

分别在护理前及护理后，测量患者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指标。预后应用简易生活质量

评估量表（SF-36）对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进行评估，

量表内容有生理职能、社会功能、生理功能、活力、总

体健康、精神健康、躯体疼痛与情感职能等，分值越高

表示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3.0 处理分析，χ2、t 检验，并用（n/%）（ x

±s）表示，P<0.05，则数据有差异。 
2 结果 
2.1 血糖指标测量比较 
护理后和护理前相比，研究组各项血糖水平均比

对照组低，具体见表 1。 
2.2 糖尿病足伤口改善效果 
糖尿病足伤口改善有效率比较研究组高于对照

组，P<0.05。 
2.3 预后患者生活质量评估比较 
研究组患者 SF-36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表 1  比较两组血糖水平（ x ±s） 

组别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 2h 血糖（mmol/L） 糖化血红蛋白（%）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50） 7.75±0.74 7.05±0.68 9.24±0.99 7.82±0.74 9.22±0.74 8.35±0.51 

研究组（n=50） 7.81±0.69 6.22±0.65 9.37±0.98 6.72±0.65 9.31±0.69 7.39±0.48 

t 0.4193 6.2390 0.6599 7.8971 0.6290 9.6925 

P 0.6759 0.0000 0.5109 0.0000 0.5308 0.0000 



梅丹                                                    精细化护理模式在老年糖尿病足伤口管理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 13 - 

表 2  比较两组糖尿病足伤口改善有效率（n/%） 

组别 n（例）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0 20（40.00） 21（42.00） 9（18.00） 41（82.00） 

研究组 50 22（44.00） 26（52.00） 2（4.00） 48（96.00） 

χ2     5.0051 

P     0.0252 

表 3  对比两组患者 SF-36 评分（ x ±s） 

项目 对照组（n=50） 研究组（n=50） t P 

躯体疼痛 45.87±3.69 48.24±4.05 3.0587 0.0029 

情感职能 45.81±4.11 48.31±4.13 3.0340 0.0031 

精神健康 45.89±3.74 48.28±4.22 2.9971 0.0035 

生理职能 45.92±4.08 48.36±4.11 2.9792 0.0036 

社会功能 45.97±4.22 48.97±3.75 3.7576 0.0003 

活力 45.72±3.95 48.85±3.92 3.9771 0.0001 

精神健康 45.87±3.71 48.91±3.78 4.0586 0.0001 

总体健康 45.99±3.52 49.31±3.71 4.5904 0.0000 
 
3 讨论 
糖尿病近几年发生率逐渐提高，以老年人为高发

群体，在老年患者患病期间，糖尿病足为常见并发症，

需要提高重视，积极采取措施护理，以改善伤口情况。

在本次数据对比中，研究组患者糖尿病足伤口护理有

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这主要是因为，以往

常规护理只是做好患者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等工作，

未能关注患者伤口管理重点护理，而精细化护理可以

深入护理工作细节，把握各个护理要点，密切监测患者

糖尿病足伤口情况，做好预防感染护理，并保持伤口清

洁干净，为伤口愈合恢复提供有利条件，进而可以提高

伤口改善效果。 
在预后指标研究中，研究组患者血糖水平控制效

果、生活质量均高于对照组（P<0.05）。这也体现出精

细化护理的应用价值。原因分析：在精细化护理过程

中，高度关注护理工作细节，围绕患者为核心，从患者

入院开始，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制定一系列护理方案，

通过指导患者正确健康饮食，并在心理疏导和健康教

育等帮助下，提高患者依从性，患者可以严格按照医嘱

用药，保证血糖控制效果，同时做好病房环境护理和睡

眠护理，为患者提供舒适睡眠环境，可以提高患者睡眠

质量，使得患者生活质量提高，另外，把握患者护理需

求，及时提供专业护理服务，患者满意度明显得到提

高。 
综上，精细化护理模式应用在糖尿病足伤口管理

中效果确切，可改善伤口情况，提高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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