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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对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 

曾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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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对糖尿病患者开展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在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方面的作用。方

法 在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3 月本院糖尿病患者中选择 60 例，Excel 随机排序 1~60 号，单数序列开展常规护理

（30 例，对照组），偶数序列开展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30 例，观察组）。针对两组血糖水平、自我管理

能力对比。结果 观察组护理后血糖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理后自我管理能力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对糖尿病患者护理时开展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可以降低患者血糖水平，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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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ontinuous nursing based on WeChat platform on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diabete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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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role of continuous nursing based on WeChat platform for patients with diabetes 
in improving their self-management ability. Methods From April 2023 to March 2024, 60 patients with diabete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Excel randomly ranked No. 1 to No. 60. The odd number sequence was used for routine nursing 
(30 patients, control group), and the even number sequence was used for continuous nursing based on WeChat platform 
(30 patients, observation group). Comparison of blood glucose levels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ies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blood sugar level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continuous nursing based on WeChat platform can reduce the blood sugar level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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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为当前临床主要慢性疾病，以中老年人为

主，致病机制较为复杂，与患者日常饮食、生活习惯等

均存在联系。糖尿病患者在治疗期间，自身血糖控制情

况不仅与用药方案相关，更与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存在

有一定联系[1-2]。需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帮助患者在治

疗期间保持良好自我管理能力，保持科学生活习惯，间

接起到改善血糖水平的目的。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

护理为当前临床对慢性疾病患者护理干预的新模式，

本次研究主要对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在提升糖

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中的作用进行探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3 月本院糖尿病患者中

选择 60 例，Excel 随机排序 1~60 号，单数序列开展常

规护理（30 例，对照组），偶数序列开展基于微信平

台的延续性护理（30 例，观察组）。在患者组成方面，

对照组中男性 16 例，女性 14 例，年龄在 55—78 岁间，

均值为（62.12±1.03）。体质指数 21—24kg/m2，均值

为（22.01±0.42）kg/m2。糖尿病病程 3—5 年，均值为

（3.88±0.12）年。观察组中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

年龄在 55—79 岁间，均值为（62.05±1.15）。体质指

数 21—24kg/m2，均值为（21.98±0.38）kg/m2。糖尿病

病程 3—5 年，均值为（3.78±0.14）年。对比两组基本

资料，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在治疗期间接受常规护理，护理人员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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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认知水平，详细为患者讲解糖尿病致病机制，临床

对于该症的研究进展等，增加患者对糖尿病认知。并结

合患者用药方案做好用药指导，协助患者保持科学用

药习惯。并做好患者日常生活习惯、饮食等指导工作。

观察组则开展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 
（1）微信护理平台建立。由 3 名具备 4 年以上护

理经验人员组成护理团队，可以熟练开展对糖尿病患

者各方面护理操作。并指导患者对院内微信公众号进

行关注，确保患者在院外恢复过程中可以准确运用微

信公众号等接受延续性护理支持。 
（2）定期开展护理宣教。护理人员需定期为患者

推送关注糖尿病科普知识，需涉及日常饮食、科学用药

以及运动锻炼、血糖监测等多个层面。鼓励患者在恢复

过程中可以保持健康生活习惯以及遵医行为。 
（3）及时答疑。患者在恢复期间存在的各方面疑

问，包括日常生活以及用药等方面，患者可以通过留言

等方式进行提问，护理人员每日按时对患者各方面问

题进行解答。同时，每周开展 3 次线上答疑 ，患者可

以线上和护理人员进行沟通，便于护理人员对患者各

方面情况进一步了解。评估患者是否存在有影响血糖

控制的行为等。 
（4）指导患者准确监测血糖水平。在治疗期间，

需指导患者做好自身血糖监测工作，每日开展一次测

量，并做好记录，每周上传一次血糖检测记录单，确保

护理人员可以准确了解患者血糖水平控制情况。若出

现血糖水平异常升高等症状，则需要及时到医院进行

检查。 
（5）护理患者保持积极运动习惯。结合患者年龄

以及体质水平等，为患者在恢复过程中制定运动方案。

并鼓励患者积极参与到运动锻炼过程中，每日运动时

间控制在 1h 左右，并指导患者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

增加或者减少运动量。 
1.3 观察指标 
（1）血糖水平对比。针对两组病例护理前后空腹

血糖、餐后 2h 血糖水平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进行检

测。 
（2）自我管理能力分析。针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在血糖监测、科学运动、合理饮食方面自我管理行为进

行评估，均按照百分制进行评定。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21.0 对研究中各数据开展处理，均值±

标准差对血糖水平以及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进行评估，t
检验，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血糖水平对比 
针对患者血糖水平对比，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

水平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护理前无差异，护理后观

察组较对照组低，（P<0.05），详见下表 1。 
2.2 两组自我管理能力对比 
对比两组自我管理能力，护理前无差异，护理后观

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详

见下表 2。 

表 1  两组血糖水平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对比（ s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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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9.32±0.12 6.07±0.17 14.35±2.05 9.04±1.04 9.11±1.15 6.15±0.22 

对照组 30 9.31±0.15 7.45±0.16 14.41±1.98 11.05±1.13 9.15±1.08 7.82±0.25 

t - 1.542 11.425 1.825 12.415 1.577 11.745 

P - 0.415 0.001 0.512 0.001 0.628 0.001 

表 2  两组自我管理能力分析（ sx ± ） 

组别 例数 
血糖监测 运动 饮食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83.74±2.35 94.45±2.35 81.35±1.75 95.35±1.05 80.04±2.35 93.68±1.35 

对照组 30 84.05±2.48 87.25±2.45 81.35±1.45 88.47±1.43 81.45±2.05 86.47±1.43 

t - 1.474 14.278 1.474 12.474 1.474 13.758 

P - 0.315 0.001 0.345 0.001 0.36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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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糖尿病属于老年人群体中最为常见的病症，从当

前临床有关统计可以发现，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该

部分患者数量存在有明显增加的趋势。病症周期长，且

患者血糖水平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3-4]。为促使患者可

以得到有效恢复，需做好患者在治疗期间护理工作，指

导患者充分认识到自身病症特点，并明确用药以及健

康生活要点，达到改善血糖的目的[5-6]。 
延续护理干预为当前临床对慢性疾病患者管理的

重要措施，通过对患者在院外恢复过程中开展有效护

理支持，可以协助患者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遵医

行为，间接达到促进患者恢复的目的[7-8]。通过对患者

在院外恢复期间自身行为习惯进行改善与纠正，减少

患者自身不健康行为习惯对血糖水平的影响。基于微

信平台的延续护理干预，可以进一步提升延续护理的

及时性，帮助糖尿病患者在恢复过程中保持健康饮食

以及良好生活习惯，并逐步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9-10]。

患者在治疗期间存在的各方面疑问可以及时在通过微

信向护理人员进行询问。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在治疗

期间则接受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对比可以发

现在该护理模式的作用下可以提升患者在恢复期间的

自我管理能力，准确开展血糖检测，并积极进行运动锻

炼等，有利于改善患者血糖水平，达到控制病情的目的。 
综合本次研究，在对糖尿病患者护理过程中可以

将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进行运用，更加有效改

善患者血糖水平，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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