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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胰岛素注射在血糖管理中的重要性 

林 斌 

云南省昆明市延安医院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探讨在血糖管理中规范胰岛素注射的重要性。方法 择取于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在我院接

受糖尿病治疗的 6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抽签法将患者分为参照组和实验组，两组患者均为二型糖尿

病，对照组予以合理运动饮食教育，实验组患者实行规范胰岛素注射。对比两组病患治疗前后的血糖评分情况以

及治疗效果，观察两组的不良反应及生活质量。结果 实验组治疗后的血糖评分远远优于参照组治疗后血糖的评

分，参照组治疗有效率明显低于实验组，数据差异较大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在不良反应发生率上，实验

组低于参照组（P<0.05）。在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以及躯体功能评分上，实验组显著高于参照组（P<0.05）。
结论 实验组患者采用每日 3 次规范性皮下注射胰岛素可以有效改善 24h 血糖的控制,大幅度降低高血糖导致的并

发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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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ce of standardizing insulin injection in blood glucose management 

Bin Lin 

Yan'an Hospital, Kunming City,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Yunn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standardizing insulin injection in blood glucose management. 
Methods 68 patients who received diabetes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drawing method. The group received reasonable exercise and diet educa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standardized insulin injection. The blood glucose scores and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blood glucose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far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data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psychologic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material life and 
physical fun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Conclusion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insulin three times a day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Keywords】 Insulin; Hyperglycemia and hypoglycemia; Standardization; Blood glucose management; Com
plications 
 

糖尿病属于一种内分泌代谢疾病，主要是由于胰

岛素分泌不足所致，多见于中老年群体，给患者的身

体健康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近些年来，糖尿病的患

病人数不断增加，如何治疗糖尿病成为此领域研究的

热门课题，也引起了临床的广泛关注和重视。现阶段，

临床多数予以胰岛素实施治疗，并且可以更好的对血

糖进行控制，但使用胰岛素治疗中，佷容易出现因胰

岛素使用不规范导致血糖升高或降低，从而致使血糖

波动引发多种并发症，给病患带来巨大痛苦[1]，所以，

选择有效的控制方法可以降低其并发症的发生率。鉴

于此，本文就在血糖管理中规范胰岛素注射的重要性

进行分析，详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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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68 例在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期间本院收

治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按照随机抽签方式将患者分为

参照组和实验组各 34 例，参照组女性患者 13 例（占

比为 38.24%），男性患者 21 例（占比为 61.76%）；

年龄为 40-65 岁，平均年龄为（52.50±2.43）岁；病

程时间为 1 年~14 年，平均（7.63±1.47）年。实验组

男性病患 25 例（占比为 73.53%），女性病患 9 例（占

比为 26.47%），年龄为 41-65 岁，平均年龄为（53.00
±2.18）岁；病程时间为 1.5 年~15 年，平均（7.85±
1.52）年。实验组和参照组在一般资料中数据无显著差

异，不存临床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1）经临床检查诊断为 2 型糖尿病；

（2）年龄＞18 岁；（3）同意接受胰岛素治疗者；（4）
患者及家属知晓本研究的相关流程及注意事项，并积

极配合开展研究。 
排除标准：（1）并发恶性肿瘤疾病者；（2）心

脏与肝脏等脏器功能存在严重损伤者；（3）精神异常

或存在沟通障碍，不能配合完成治疗者；（4）病历资

料不齐全或中途退出研究者；（5）对胰岛素存在过敏

反应者。 
1.2 方法 
（1）参照组患者每天早餐前晚餐后各注射一次胰

岛素控制血糖情况，同时单纯进行运动饮食相关知识

宣教。监测空腹和餐后 2 小时的血糖，并且做好记录，

记录低血糖和高血糖的发生率[2]。 
（2）实验组病患在参照组基础上实施规范胰岛素

注射，方法：由护理人员集中讲解和实际操作注射胰

岛素，使患者充分掌握注射胰岛素的知识，注射前对

手和注射部位进行清洁和消杀，注射后停留十秒拔针，

以免胰岛素外溢，长短效胰岛素混合使用时，首先吸

取短效再继续吸取长效，将两者混匀一起注射，根据

胰岛素类型使用合适剂量，时常更换注射部位，胰岛

素注射针一次一换，未开封的胰岛素需要放入冰箱

2-8℃冷藏保存，每天定时监测空腹以及餐后 2h 血糖

状况，做好详细记录高血糖以及低血糖的发生情况[3]。 

1.3 观察指标和分析 
（1）选择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糖尿病人及其家属采

用每日不同时段进行血糖控制的方法进行对比，比较

两组治疗后的血糖评分。 
（2）根据两组采用不同方法给予控制血糖情况，

对比两组的治疗有效率。分为无效：患者皮下注射胰

岛素后血糖没有得到控制[4]。有效：病患注射胰岛素后

血糖得到有效控制。显效：注射胰岛素后患者血糖达

到正常水平。有效率=总例数/（显著+有效）×100%。 
（3）生活质量：评估标准参照生活质量评估量表

（SF-36），量表从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以

及躯体功能等方面进行评价，每个方面计为 0~100 分，

分数越高，评定为生活质量越良好。 
（4）不良反应：仔细记录两组的低血糖、胃肠道

反应及注射部位感染例数，计算不良反应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式 
该数据根据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比对，计数

资料如并发症发生率采用 X2检验，以（n，%）表示，

计量资料如治疗后血糖评分数据使用 t 检验，以( x 士

s)表示，当数据结果 P＜0.05 时，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实验组、参照组患者治疗后血糖评分 
参照组患者的治疗后血糖评分显著低于实验组[5]，

比对两组数据差异较大(P<0.05)，详细数据，如表 1。 
2.2 对比两组治疗有效率 
实验组治疗有效率 94.11%远远优于参照组有效率

70.58%，数据对比差异较大(P<0.05)，具体情况，详见

表 2[6]。 
2.3 对比两组生活质量评分的差异 
从表 3 的结果可以发现，治疗后，在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社会功能以及物质生活评分上，实验组均

高于参照组(P<0.05)。 
2.4 评价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从表 4 的结果能够看出，在不良反应发生率上，

实验组低于参照组(P<0.05)。 

表 1 比较实验组和参照组治疗后血糖评分( x 士 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34 13.10±1.02 7.45±0.95 

参照组 34 14.24±1.08 9.37±1.25 

T 值  4.4084 7.0251 

P 值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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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治疗有效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实验组 34 22（64.71） 10（29.41） 2（5.88） （32/34）94.11% 

参照组 34 6（17.65） 18（52.94） 10（29.41） （24/34）70.58% 

χ2值  45.715 11.429 19.050 6.4762 

P 值  0.000 0.001 0.000 0.0109 

表 3 对比两组生活质量评分的差异( x 士 s，分)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实验组 34 86.54±10.32 85.32±7.45 88.27±8.54 87.65±9.23 

参照组 34 79.26±8.33 77.49±5.64 81.29±6.33 80.93±7.25 

T 值  3.001 4.886 3.829 3.339 

P 值  0.002 0.000 0.000 0.001 

表 4 两组治疗有效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低血糖 胃肠道反应 注射部位感染 总发生率（%） 

实验组 34 1（2.94） 1（2.94） 0（0.00） 2（5.88） 

参照组 34 3（8.82） 2（5.88） 1（2.94） 6（17.65） 

χ2值  3.124 1.025 2.984 6.673 

P 值  0.077 0.311 0.084 0.010 

 
3 讨论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转

变，糖尿病发病率随之提升。糖尿病是一种自身免疫

性疾病，其发病机制比较复杂，主要是由于环境因素、

病毒、自身免疫性疾病及遗传因素等因素导致机体内

部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所致，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脂

肪紊乱是其主要表现。患者发生糖尿病后，容易出现

多尿、多饮、多餐和消瘦等症状，若未及时得到治疗，

可诱发酮症酸中毒、血管病变等并发症，甚至危及患

者的生命安全。因此，临床加强对糖尿病的治疗是非

常重要的，对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预后结局具

有重要意义。 
目前，临床对糖尿病患者主要采取胰岛素治疗，

通过增加患者体内的胰岛素含量，来恢复胰岛素细胞

功能，达到控制血糖的治疗目的。胰岛素属于一种蛋

白质激素，在降低机体血糖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且人体不会对胰岛素产生依赖性，特别适用于需

要长期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控制血糖最为有效，

但是使用不规范,容易导致血糖得不到良好控制,从而

影响治疗效果,引起其他并发症。文献证实，早期胰岛

素的强化治疗可以迅速有效的控制高血糖情况，清除

高血糖带给 B 细胞的毒性，因此，可以有效改正因代

谢紊乱以及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目前，临床常用每

日 3 次注射胰岛素实施血糖控制，以此强化治疗效果，

可以有效降低餐前餐后血糖，其治疗效果显著，平稳

控制血糖的同时可以确保血糖快速达到正常标准，该

方法安全简单、经济有效，更利于血糖的长期达标[7]。

本院选取 68例二型糖尿病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参照组进

行研究比较，研究数据得知，实验组治疗有效率及生

活质量评分高于参照组，血糖评分优于参照组，不良

反应发生率低于参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提示对糖尿病患者实施规范胰岛素注射治疗的效果更

佳，有利于控制患者的血糖水平，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改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给予规范胰岛素注射能有效减轻并发

症的发生率，治疗效果明显，从而提升治疗有效率与

生活质量，减轻病患困扰以及痛苦，此方式具备使用

和普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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