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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对老年 2型糖尿病患者护理效果的影响

王爱萍，周丽云

平度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青岛

【摘要】目的 探析循证护理对老年 2型糖尿病患者护理效果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0年 8月~2021年 8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0例 2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52例（常规护理）和观察组 52例（循证护理），

对比两组的心理状态、生活质量、血糖水平和疾病知晓率。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SAS评分、SDS评

分、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各项血糖水平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的 SAS评分、SDS评

分低于对照组，各项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各项血糖水平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

外，观察组的疾病知晓率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循证护理理可以改善老年 2型糖尿

病患者的不良心理状态，提高生活质量，有利于血糖水平的控制，增加对疾病的了解，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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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on nursing effec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iping Wang, Liyun Zhou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Pingdu, Qingdao, Shandong,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on the nursing effec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20
to August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52 case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52 cases)
(evidence-based nursing).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quality of life, blood glucose level and disease awareness rat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S score, SDS
scor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blood glucose leve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In addition, the disease awareness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EBN can improve the poor
psychological stat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control the blood sugar level and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of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type 2 diabetes; Evidence based nursing; Quality of life; Blood glucose level; mentality;
Disease awareness rate; influence

现阶段，糖尿病的发病率相对较高，患者在发

病后对自身的健康也会造成一定影影响。因此，在

护理管理中需要进行科学的护理指导。循证护理指

导能够改变以往常规的护理模式，对提高患者的综

合护理指导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循证护理的实施，

能够细化护理流程和制定针对性更强的护理方案，

从而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1]。相关研究指出，为老

年 2型糖尿病患者开展循证护理，能够提高生活质

量，利于血糖水平的控制[2]。故本次研究选取 80
例 2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实施不同的

护理措施，探讨循证护理的对老年 2型糖尿病患者

的护理效果，具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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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20年 8月~2021年 8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0
例 2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40例，男

19例，女 21例，年龄 60~78岁，平均年龄（67.15±4.
53）岁，病程 1~6年，平均（3.64±1.43）年。初中以

下 14例，高中 18例，大学以上 8例。观察组 40例，

男 17 例，女 23 例，年龄 62~77 岁，平均年龄

（67.32±4.48）岁，病程 1~7年，平均（3.59±1.51）年。

初中以下 16例，高中 14例，大学以上 10例。。两组

一般资料比较 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在此基础上观察组实施

循证护理，（1）查证。通过观察患者的病症，了

解患者的患病情况，确诊患者为 2型糖尿病患者。

（2）资料查阅。通过查阅关于疾病的治疗，了解

2型糖尿病的诱发因素，且针对诱发因素做好预防

和控制措施。（3）建立循证小组。通过小组内讨

论和分析，评估发病症状以及护理风险，总结患者

需要的护理服务，并做好护理指导工作，制定针对

性更强的护理方案，体现循证护理的优势。护理方

案具体内容：①健康指导是治疗依从性差的主要影

响因素，做好健康指导护理工作有利于护理工作的

顺利开展，科学规划健康教育指导，通过微信公众

号推送、视频宣传、健康小册子等方式将健康指导

内容融入护理管理中，加深患者对相关疾病健康教

育内容了解，提升患者的认知能力。②心理干预。

大多数患者在发病后会出现焦虑、抑郁、担心、恐

惧等心理障碍，护理人员在了解患者心理需求下制

定心理护理方案，给予针对性的心理支持，增加与

患者之间的沟通，告知治疗预期，疏解其内心存在

的不良情绪，树立疾病应对的信心，在患者后续护

理中也能提高自身的护理能力。指导患者每日在背

景音乐下进行冥想，尽量放松心理状态；③并发症

护理。增加病情询问次数，引导其做好口腔、皮肤、

阴部等清洁，每日清洗足部后保持干燥，并观察患

者足部是否存在外伤、趾甲异常、水疱等情况；若

患者出现口渴、多尿、多饮情况则需要及时进行症

状缓解；④用药指导。 患者需要接受胰岛素用药

治疗，因此需要指导患者如何使用药物，如剂量、

次数、时间、保存方法等，告知患者不能随意改变

药物用量或者中断胰岛素，应当遵照医嘱使用胰岛

素治疗。（5）循证观察。以电话随访和门诊复查

等形式对患者病情控制情况、健康知识水平进行评

价，若出现异常则需调整护理方案。

1.3观察指标

采用 SAS焦虑自评量表[3]、SDS抑郁自评量表
[4]对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得分与心理状态成反比；

采用生活质量量表[5]（SF-36）对生活质量进行评

估，包括情绪功能、角色功能、认知功能、躯体功

能 4个方面，得分与生活质量成正比。血糖指标包

括空腹血糖（FPG）、餐后 2h血糖（2h FPG）、

糖化血红蛋白（HbA1C）；疾病认知率使用自制调

查问卷展开评价，内容涉及疾病的发病原因、用药

方法、治疗方法等，满分 100分，根据得分划分 3
个等级，完全知晓（＞80分）、部分知晓（60～
80分）、不知晓（＜60分）。知晓率=完全知晓率

+部分知晓率。

1.4统计学处理

由 SPSS 18.0完成数据处理，计数资料进行χ2

检验且%表示，计量资料进行 t检验且（χ±s）表

示，若 P<0.05则差异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比较

护理前，观察组的 SAS评分（62.38±4.70）分、

SDS评分（61.28±5.24）分，对照组各为（62.45±4.04）
分、（61.37±4.71）分；护理后，观察组各为（41.53
±3.08）分、（38.45±3.02）分，对照组各为（54.42±4
.22）分、（46.61±4.15）分。护理前，组间对比（P>
0.05）；护理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组间对比

（P<0.05）。

2.2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护理前，观察组的情绪功能为（65.41±0.15）分、

角色功能（65.23±2.81）分、认知功能（68.76±1.36）
分、躯体功能（61.08±1.08）分，对照组各为（65.34
±0.21）分、（65.12±2.94）分、（68.82±1.30）分、

（60.98±1.16）分；护理后，观察组各为（90.28±1.34）
分 、 （ 94.34±1.62 ） 分 、 （ 95.92±1.44 ） 分 、

（90.94±1.75）分，对照组各为（70.25±1.33）分、

（73.51±1.22）分、（75.35±1.63）分、（73.42±1.05）
分。护理前组间对比（P>0.05）；护理后，观察组高

于对照组，组间对比（P<0.05）。

2.3两组患者血糖水平比较

护理前，观察组的 2hFPG 为（ 16.25±1.72）
mmol/L、FPG 为（9.25±1.79）mmol/L、HbA1C 为

（7.68±2.15）%，对照组各为（16.40±1.68）mmol/L
）、（9.21±1.72）mmol/L、（7.63±2.13）%；护理后，

观察组各为（11.91±1.77）mmol/L、（6.52±1.18）
mmol/L）、（6.00±0.17）%，对照组各为（13.78±1.8
2）mmol/L、（7.58±1.29）mmol/L）、（6.71±0.32）
%。可见，护理前组间对比（P>0.05）；护理后，观

察组低于对照组，组间对比（P<0.05）。

2.4两组患者疾病认知率比较

https://www.so.com/link?m=bcjX4xXr3OPBFQZSt42JvW31cG8A317D95rC5XA1tiIO38K5maMLxMN293rCGlr4jm6%2BKSOAwhXJGg2QHwWRu%2Fz0D3T3aS0oQ%2FlD0zVDfihA6qYIXxN%2BitB9TX10vZ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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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中完全知晓 13例（32.5%）、部分知晓

17例（42.5%）、不知晓 10例（25.0%），知晓率为

75.0%（30/40）；观察组中完全知晓 21例（52.5%）、

部分知晓 17例（42.5%）、不知晓 2例（5.0%），

知晓率为 95.0%（38/40），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
.05）。

3讨论

2型糖尿病患者出现消瘦、多尿、烦渴等症状，

多数患者对疾病知识的了解相对匮乏，导致自我管

理意识较差，获取的治疗效果与预后效果并不理想
[6]。针对此种情况，选择一种有效且科学的护理措

施对病情进行干预十分重要。循证护理是现有的临

床实践经验、研究结果结合患者需求，通过循证问

题、循证支持、循证应用和循证观察 4个步骤实施

护理干预，即先提出护理问题，再解决问题和制定

计划，再进行计划实施，最后对效果进行评估，适

当调整护理计划[7-8]。循证护理是以健康教育为基

础，遵循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思想，了解患者的护

理需求，为患者提供完善的护理方案，从而保证护

理质量[9-10]。因此，若要提高护理质量，则需制定

出护理方案，转变以往的护理思想，从护理症状分

析入手，加强健康教育护理指导，提升认知能力[11]。

循证护理在 2型糖尿病患者护理过程中存在的优势

在于①细化护理问题，为全面开展护理工作具有重

要意义。②促进与患者之间个体化沟通，通过冥想

结合音乐的方式放松身心，缓解患者负性情绪，尽

量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③及时纠正错误认知与不

良生活行为，培养患者自我护理的意识，改善血糖

控制效果[12]。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后观察组的 SAS评

分、SDS评分低于对照组，各项生活质量评分高于

对照组，各项血糖水平低于对照组，此外，观察组

的疾病知晓率高于对照组，这说明循证护理理可以

改善老年 2型糖尿病患者的焦虑、抑郁心态，提高

生活质量，能够有效控制血糖水平，增加对疾病的

了解，提高治疗依从性。

综上所述，2型糖尿病患者采用循证护理获取

的护理效果比常规护理更为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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