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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应用在老年糖尿病患者康复治疗中的干预效果

王占华

盱眙县人民医院 江苏盱眙

【摘要】目的 探讨在老年糖尿病患者中应用心理护理干预的影响。方法 在我院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5月时段入院的老年糖尿病患者中抽取 60 例，以上的患者接受双盲法均分，各 30 例。对比组（常规护

理干预），分析组（心理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健康测评、护理后血糖变化、对护理满意

度进行分析。结果 分析组护理前心理健康测评情况对比组情况相近，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分

析组患者心理健康测评评分、血糖变化以及对护理满意度情况都优于对比组（p＜0.05）。结论 目前在糖尿

病疾病治疗中安全有效的方案很多，其中心理护理十分必要，从长期看效果更好，更有利于患者愈后生活

质量，安全性更高，应在该领域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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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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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thods 60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0 to May 2021 were
selected, and more than 30 patients were equally divided by double blind method. The comparison group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the analysis group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blood sugar changes after nursing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The 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before nursing in the analysis group wa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After nursing, the 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score, blood
glucose changes and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in the analysis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safe and effective programs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of which
psychological care is very necessary, with better effect in the long run, more conducive to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fter recovery, and higher safety. It should be widely used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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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现代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糖尿病疾

病治疗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生活作息、妊娠、

家族遗传史、遗传、不良饮食习惯、胰腺类、糖耐

受异常等疾病、肥胖超重、久坐等一系列不良习惯

都是引发糖尿病的诸多因素，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

势[1]。感染、恶劣环境等都会诱发听你们，通常引

发急性糖尿病 1 型，糖尿病 2型，该病症在中老年

中的多发率最为明显。饮食、饮水量大但是体重减

轻、尿频、乏力、瘙痒、恶心、呕吐、疲劳、嗜睡

等都是糖尿病的典型的表现、症状，发现后需要及

时确定，检查后血糖异常确诊。当前医学上对于糖

尿病疾病的治疗没有达到可以治愈的水平，只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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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长期使用药物来进行控制、缓解[2-3]。因此，除了

疾病问题，长期治疗产生的心理问题更难消除，对

于糖尿病疾病患者治疗后在心理方面的护理至关重

要，可以有效地平复患者负面情绪，控制病情发展

的速度。本文探索心理护理运用于老年糖尿病患者

的效果，从长远疗效来看，护理后患者的各方面情

绪指标都有效得到调节，安全性高，患者应用效果

理想，满意度高，详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我院自 2020年 5月至 2021年 5月时段老年糖

尿病患者 60 例，借助双盲法，30/例。对比组：女

性 13例，男性 17例，实际年龄区间在 55到 78岁
之间，均值为（68.51±1.69）岁，平均病程（5.48±2.34）
年；分析组：女性 11例，男性 19 例，实际年龄区

间在 58到 72岁之间，均值为（65.39±3.04）岁，平

均病程（6.04±1.27）年，对一般资料进行整体分析

比对，统计学比对结果无差异（p＞0.05）。
纳入标准：①患者对该护理方式内容了解，接

受临床相关检查，且首次接受该护理方式。②患者

确诊为 1、2型糖尿病，且年龄超过 50 岁。③两组

患者护理均由本院同一组的医护小组实施完成。

排除标准：①经诊断后可知，患者有免疫缺陷，

精神系统等严重疾病。②患者对研究依从性低，研

究中途退出，配合度低，且后续不能及时随访和复

诊。③患者就诊、诊断与临床治疗资料部分或全部

丢失。

1.2方法

对比组接受常规的护理手段，患者入院后，对

其身体做各项相关检查，判断病情类型、情况、严

重程度，提出合理的治疗方式，并对患者治疗、护

理、可能引发的情况等详细说明，安抚患者。

分析组在此基础接受心理护理干预，操作如下：

①医护人员要成立不同的心理帮助小组，对病

人的病情严重程度、心理状况等进行专业的评估，

根据结果进行责任制划分，确保每位患者都接受到

全面心理护理。在护理前，医护人员要对于患者的

家庭情况、个人性格、心理状态等进行深入的了解，

根据了解结果对于患者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劝慰、

沟通，对症下药。利用针对性、正确的方式对患者

建立认知，患者此时通常情绪复杂，心中紧张、焦

虑、恐惧、不安、自责等情绪交织，需要对其情绪

认知重新组建，对病症。并发症、自我控制等有正

确、全新的认识，能够自主调节情绪，治疗时间为

期 1个月。

②对患者实施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利用正确的

手段，通过对患者的了解，帮助患者将抑郁、焦虑

等心情抒发出来，避免心中气郁阻塞，不利于身体

恢复。在此基础上，对于同类心理状况的患者实施

小组心理辅导，对于同类型患者进行同一方法的指

导，帮助其认识、控制、改正情绪，借助心理暗示

等多种手段，为老年患者提供情感上的支持，但是

要注意隐私问题。患者之间也可以相互沟通，排解

情绪，同时在护理人员指导下，可以借助身体放松

的形式，在患者身体承受程度内，组织户外活动，

根据爱好分为兴趣小组，转移患者注意力，同时可

以增强其免疫力。

③对所有患者进行宣教，老年患者由于年龄偏

大，对该类病症的治疗并不了解，认为自身状况严

重，且需要家人、护理人员长期照顾，可能产生难

堪、自责的心态。因此，护理人员要将相关的知识

汇总，提前请患者进行调查问卷形式的提问，共同

统计，为患者集中讲述不明确的病症、心理等问题，

患者对于有疑问的地方，也要积极提问，医护人员

要做到耐心细致，逐一答疑说明，使患者彻底明白

了解到该疾病的治疗、护理，减轻由于不了解胡思

乱想产生的焦虑、迷茫、恐惧。除此之外，护理人

员也要教授患者其他平复心情的方法，如系统的呼

吸法等，有利于身心得到放松。

1.3判定指标

分析比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健康测评、护

理后血糖变化、对护理满意度。

1.4统计学分析

借助统计学软件 SPSS25.0对 2组患者的相关研

究指标进行有效检验，[n（%）]与（χ±s）分别代

表比对计量与计数资料；组间差异较为明显（p＜
0.05）。

2 结果

2.1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健康测评

以患者心理健康测评为判断标准，护理前分析

组患者人际关系、焦虑抑郁、敌对、偏执评分等情

况对比组情况相近，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

理后分析组患者人际关系、焦虑抑郁、敌对、偏执

评分情况优于对比组，结果差异明显（p＜0.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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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健康测评（χ±s，分）

组别
人际关系 焦虑抑郁 敌对 偏执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分析组（n=30） 1.53±0.21 1.04±0.18 1.43±0.28 1.19±0.21 1.43±0.35 1.20±0.09 1.42±0.86 1.11±0.33

对比组（n=30） 1.52±0.16 1.39±0.93 1.45±0.26 1.37±0.37 1.45±0.31 1.38±0.21 1.41±0.83 1.36±0.45

χ2值 0.009 2.023 0.286 2.317 0.234 4.315 0.045 2.453

p值 0.992 0.047 0.775 0.024 0.815 ＜0.001 0.963 0.017

2.2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血糖变化

护理后，分析组患者空腹血糖为（6.01±1.13）
mmol/L，餐后 2个小时血糖为（8.13±0.31）mmol/L；
对比组患者空腹血糖为（6.98±1.37）mmol/L，餐后

2个小时血糖为（9.87±0.62）mmol/L，分析组患者

空腹血糖、餐后 2个小时血糖都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分析组患者满意人数为 30人，对护理满意度为

100%，对比组患者对护理满意的人数为 20 人，满

意度为 66.66%，分析组患者满意度更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在本次研究中，相比对比组，分析组患者接受

到因人而异的心理护理后，人际关系、焦虑抑郁、

敌对、偏执评分更低，空腹血糖以及餐后 2个小时

血糖水平都更为稳定，更加了解该疾病知识，各方

面功能提高，患者感到满意[4-7]。

综上所述，引进心理护理的方式，在该治疗领

域中，可以使糖尿病患者心理健康测评、指标、情

绪稳定，生活各项功能、质量增强，积极调整习惯，

依从性高，在临床推广的价值显著[8-10]。医护人员根

据患者不同的实际情况、自身意愿和病症情况进行

合理、广泛的针对性护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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