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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联合运动疗法在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及生活质量分析 

江 苏 

长沙市第三医院  湖南长沙 

【摘要】目的 分析对糖尿病患者实施心理护理与运动疗法结合的干预效果。方法 以我院 2021 年 6 月到 2022
年 6 月收治部分糖尿病患者为例，80 例，随机分成常规组与研究组，每组分配 40 例，常规组如名实施常规护理，

研究组结合常规加重心理护理和运动疗法，对比两组糖尿病患者护理后血糖水平变化以及生活质量评价。结果研

究组患者血糖水平更稳定，与常规组患者相比，有差异性；在生活质量上评价，研究组患者的各项功能评分也更

高，两组间的统计学差异显著，P＜0.05。与常规组比较，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服务态度、服务技术、服务效率、

服务质量、时间管理）更高（P<0.05）。结论 在常规护理中融入心理护理与运动疗法可使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

保持稳定，心情愉悦，提升患者满意度，利于疾病的正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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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exercise therapy in diabetes care and analysis of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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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mbin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exercise 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thods 80 cases of diabetic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 research group, each group was assigned 40 cases,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care, the research group combined with routine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care and 
exercise therapy, compared the two groups of diabetic patients after care changes in blood glucose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of the study group was more stable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 
In terms of quality of lif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also had higher functional score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service attitude, service technology, service efficiency, service quality, time management)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exercise therapy in routine nursing can keep 
the blood sugar level of diabetic patients stable and happy,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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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主要表现为血糖水平的异常升高，是一种

发病率较高的慢性基础性疾病，若患病者血糖水平未

得到良好控制，便会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造成死亡，

危害性极大[1]。临床对于该疾病的治疗多以药物控制为

主，但需患者长期服药，而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的

依从性并不高，可能与长时间的用药有关，因此建议

在患者临床护理实践过程中，适当引入心理疏导，配

合运动疗法，以此让患者明白规律用药对血糖水平良

好控制的意义[2]。本研究鉴于此展开，现将具体报道阐

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80 例我院 2021 年 6 月到 2022 年 6 月收治的

糖尿病患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划分组别，分别是常

规组和研究组，n=40，入选标准为临床明确诊断为糖

尿病，具备良好认知和自我表达能力，无其他重大器

官疾病，并除患者本人外，均已告知家属，获得理解

和认同。常规组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23:17，年龄 45 岁

到 71 岁，平均（48.47±3.13）岁，平均病程时间（5.12
±1.26）年；研究组中有男性 26 例和女性 14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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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介于 46~70 岁之间，均值（49.01±3.23）岁，病

程平均为（5.36±1.42）年，将两组患者上述资料录入

统计学分析软件，结果提示无差异性，P＞0.05，表示

可行对照和观察。 
1.2 方法 
常规组患者进行糖尿病的基础护理，例如用药管

理、饮食干预、健康教育、生活指导等内容。研究组

在常规基础上添加心理护理干预和运动疗法，首先是

心理护理内容：从患者入院开始护理人员就要对其心

理状态进行评估，综合评估结果决定心理辅导方案。

因糖尿病属于慢性病程疾病，患病者需长期忍受疾病

的折磨和痛苦，精神极易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表现，

而若长时间处于消极情绪状态下，便会失去治疗信心，

最终影响治疗效果。 
因此，护理人员在开展心理护理时应积极与患者

交谈，引导其发泄内心的情绪，讲出顾虑，护理人员

针对性解答，以此缓解或逐渐消除患者心理的不良情

绪，需要注意的是，护理人员在交谈与引导过程中要

学会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一旦发现不良状态立即转

变话题，引导积极轻松的氛围。然后就是运动疗法，

内容主要是：定期评估患者的病情，根据其具体恢复

状态制定适当的运动锻炼，因适当的运动能够实现血

糖的稳定控制，也利于改善患者的睡眠。结合患者的

体质与营养状况选择运动方式，可进行的运动锻炼像

是散步、太极、体操、简单的瑜伽等，一定要在餐后 1
小时开始，每次不能超过 30 分钟，以免对身体产生较

大的负荷。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护理干预前后的血糖指标，主要指

的是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并以

简易生活量表（SF-36）中的部分项目为依据。 
（2）评价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具体选

择其中的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以及躯体功能，

评分采取百分制，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 
（3）比较两组护理满意度，采用本院制定的满意

度调查问卷进行评估，Cronbach's α=0.869，包括服务

态度、服务技术、服务效率、服务质量、时间管理等，

分值分别为 0~10 分，分值与满意度呈正比。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 验证研究所涉数据，共

分为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前者以有效率和发生率等

为例，表现形式为（n%），检验工具 χ2；后者多数指

标为平均年龄、血糖水平等，以（均数±标准差）表

示，t 检验工具，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血糖水平 
由下表 1 可见，两组患者未干预前的 3 项指标水

平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研究组患者

的降低幅度要明显优于常规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评价 
如表 2 中数据所示，将研究组与常规组的 4 项生

活质量评分进行比较可见，研究组评分明显高于常规

组，差异显著，P＜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与常规组比较，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服务态度、

服务技术、服务效率、服务质量、时间管理）更高

（P<0.05）。见表 3。 
3 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由于胰岛 B 细胞

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导致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

引起体内糖、脂肪、蛋白质的代谢紊乱。由于糖尿病

是一种慢性、尚无特效方法来彻底治愈的疾病，加上

长期的治疗和病情的不可逆转，使患者产生一些不利

于治疗的心理问题。 
糖尿病的运动治疗是一种基础的能达到降糖目的

的治疗方法。可进行有氧运动可以增强糖尿病病人的

心肺功能,还能帮助体重肥胖者减轻体重;身体条件允

许者也可进行无氧运动,增加肌肉含量,促进肌肉组织

摄取更多葡萄糖。 
表 1 对比 2 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血糖指标变化 

组别

（n=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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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8.06±1.27 5.11±0.37 9.36±1.07 4.40±0.51 14.51±2.50 7.02±0.88 

常规组 8.11±1.30 6.76±0.42 9.41±1.14 6.50±0.60 14.48±2.63 9.06±0.73 

t 0.174 18.643 0.202 16.866 0.052 11.284 

P 0.862 0.000 0.840 0.000 0.95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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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评价 2 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分） 

组别 例数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躯体功能 物质生活 

研究组 40 88.36±3.07 91.86±1.62 84.32±2.62 87.71±2.51 

常规组 40 79.17±1.16 78.98±2.36 77.51±2.41 79.06±2.47 

t  17.710 28.457 12.098 15.535 

P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s，分） 

组别 例数 服务态度 服务技术 服务效率 服务质量 时间管理 

常规组 40 9.12±0.71 9.04±0.79 8.86±0.92 8.94±0.88 8.84±0.91 

研究组 40 7.46±1.13 7.18±1.45 6.98±1.26 7.09±1.32 7.15±0.95 

t - 8.061 7.300 7.809 7.557 8.326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据不完全调查统计[3]，临床在实践中发现，传统常

规护理主要针对疾病本身予以护理干预，多数围绕饮

食、健康教育、药物等方面。但伴随着现代化社会的

发展与进步，越来越多的新型护理理念已逐渐被普及，

重点逐渐从疾病本身过度到以患者为中心。相关研究

中[4]，将心理护理用于糖尿病患者的实际护理工作中，

可见医务者们已认识到心理干预对疾病的重要意义。

而运动疗法宗旨是在患者饭后进行适当的运动锻炼，

因此时患者血糖水平比较稳定，加上胃中的食物也消

化了，运动能够消耗体内多余热量，血糖便会随之好

转，有很大益处[5-7]。本课题中，同时运用心理护理与

运动疗法在糖尿病患者护理服务中，要求护理人员在

护理期间学会换位思考，多鼓励患者，改变其对疾病

的错误认知，积极面对现实，帮助患者了解疾病发展

过程，能够明白饮食、运动和规律用药的重要意义。

结果数据显示，研究组患者的血糖水平控制效果更稳

定，心理功能、躯体功能、社会功能等生活质量评分、

满意度也较高，与常规组患者相比较，具有显著差异

性[8]。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联合运动疗法在糖尿病患者

中可获得满意作用效果，对生活质量提升也能起到积

极作用，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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