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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干预在糖尿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王淑霞

陕西省人民医院西院体检中心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分析糖尿病患者接受健康管理过程中采取运动干预的效果。方法：从 2019年 1月-2021
年 1月区间内体检中心内确诊为糖尿病的患者中随机选择 76例展开实验，根据两组患者分别实施的干预措

施对其实施分组，即实验与对照，各 38例。对照组接受常规干预，实验组实施运动干预与健康管理，对比

干预效果。结果：实验组的自我管理能力（糖尿病认知、合理饮食、规范用药、自我调节）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5。实验组的血糖指标（空腹血糖、餐口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指数）稳定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结论：对糖尿病患者实施运动干预与健康管理，可以改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让其掌握更多的

疾病知识，进行日常管理，还可以稳定患者的血糖，提高疾病干预效果，改善患者的预后，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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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 in health management of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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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health management
for diabetes patient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1, 76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due to
diabet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carry out the experiment.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intervention measures implemented by the two groups, namely the experiment and the control, with 3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interven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mplemented exercise
intervention and health management to compa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Results: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diabetes cognition, reasonable diet, standardized medication, self-regul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tability of blood glucose indexes (fasting blood
glucose,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glycated hemoglobin index)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exercise intervention and health management for patients
with diabetes can improve their self-management ability, enable them to master more disease knowledge, carry out
daily management, stabilize their blood glucose, improve the effect of disease intervention and improve their
prognosi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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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DM）体内先天胰岛素不足，继而造

成血糖升高，此种代谢异常性若长期存在且不能及

时接受对应治疗，则会牵连其他组织和靶器官的功

能损害，例如眼睛、肾脏、血管、神经方面的损害[1]。

因此，需及时对患者进行干预，长期合理的运动可

以控制糖尿病，但运动需长时间检查，而部分患者

因疾病认知不足，极易出现半途而废的情况，故需

强化健康管理，让其掌握更多的知识[2]。因此，本

文分析糖尿病患者接受健康管理过程中采取运动干

预的效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19年 1月-2021年 1月区间内体检中心内

确诊为糖尿病的患者中随机选择 76例展开实验，根

据两组患者分别实施的干预措施对其实施分组，即

实验与对照，各 38例。对照组男性对象 20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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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象 18例，对象年龄最大 80岁、最小 40岁，年

龄中位数（67.5±4.3）岁。实验组男性对象 21例、

女性对象 17例，对象年龄最大 81岁、最小 42岁，

年龄中位数（66.8±4.1）岁。常规资料比较标准性较

高。纳入标准：限定时间内患者皆保持稳定生命体

征，且并未患上任何严重并发症；对社区统计报告

内容均知情同意，借鉴数据套入计算模型计算；社

区康复资料全；非免疫性糖尿病者；体征检查已通

过《ASA 糖尿病诊疗标准》。排除标准：患有精神

基础疾病者；靶器官功能障碍者；合并高血压等慢

性疾病者；社区管理工作高度不配合者；语言沟通

存在障碍者；合并感染以及高渗昏迷等严重合并症

者。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干预：对患者实施基础护理，

保持病室内干净，叮嘱患者尊医嘱服用药物。

实验组实施运动干预与健康管理：（1）运动干

预。体检中心人员也需根据指南制定合理的运动计

划，明确运动原则。患者的运动需根据病情、并发

症、年龄等多种因素共同制定，其需贯彻在整个治

疗方案内。同时，为患者制定运动方案时，需由康

复医师、专科医师、运动治疗师共同指导进行，充

分掌握运动适应证以及禁忌症，以此保证患者的运

动安全。患者每周需至少进行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150
分钟，鼓励患者每周进行 3次左右的低强度或中强

度的抗阻训练，且运动前还需评估患者的实际情况，

建议使用功率自行车或活动平板实施心电图负荷运

动检测，以此确定检查结果，制定运动处方。中青

年人可选择有氧跑步、骑自行车运动，老年人可练

气功、散步、慢跑完成运动任务。适当的运动能让

患者身体更健康，提高免疫力对抗疾病。在运动指

导的同时若是发现对象首次随访中血糖控制不善，

则多加一次随访观察。而超过两次控制血糖指数不

善，则需要考虑转地就医并每间隔 15d随访一次，

一年内控制六次左右。（2）个性化健康教育内容。

护士还需在患者出院后对其进行随访，而随访时间

约在三个月一次左右同时检查患者是否有患上高血

压以及高血压基础疾病加重病情的风险，定期为此

测定血糖指数，并在了解其吸烟喝酒习惯是否得到

纠正的情况下才能制定饮食方案。每次的随访工作

中都会为患者测定体质量指数和整体体重，体质量

指数低于标准值表示患者的能量消耗过大，而指数

过高者判定为超体重者，会在社区管理中建议病患

减重来缓解血糖升高情况。例如，需要向患者介绍

饮食调理的作用，在维持热量不变的情况下加减食

物类型，需内涵纤维素在 40-60g左右禁止饮酒，摄

盐量应控制在 6g内，每周体重测定一次。护士需教

会患者怎样用药规范，是保证患者能够快速恢复健

康的重要措施，糖尿病中毒者治疗药规格较为特殊，

故而要强调正确用药的重要性，讲解并教会患者每

日服药时间和规格，以免造成药物错服、漏服情况。

新药物尝试治疗时，首先为其做过敏实验测试，介

绍药物的效果、禁忌症、用法用量等，告诉患者若

有不适感，及时就医。若身体状况正常，尽量写出

每天服药后的护理人员评估患者的健康状况。病患

不可自行增减药量或停药，每餐用药时间严格遵守。

心理护理。每位社区患者的心理问题做针对性的疏

导护理，引导其将内心担忧和问题主动讲出来，学

会倾听并主动告知预防并发症发生的方法，让其拥

有继续治疗的信心。

1.3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对比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血糖指

标。

1.4 统计和分析

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分析，计数型指标则以

例（n/%）表示，χ 2 检验，计量型指标则选用均数±
标准差（±s）描述、t检验。P＜0.05，则具有差异。

2 结果

2.1 组间自我管理能力

实验组的自我管理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比较

显示有差异性 P＜0.05，可见表 1。

表 1：组间自我管理能力统计(n %，n=38)

组别 例数 糖尿病认知 合理饮食 规范用药 自我调节

对照组 38 51.34±2.63 47.71±3.02 50.52±2.83 52.18±2.73

实验组 38 71.13±3.12 72.22±2.63 70.66±2.94 73.13±3.32

t - 29.8960 37.7285 30.4237 30.0455

P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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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血糖指标

实验组的空腹血糖指标为（5.03±1.77）mmol/L，
餐后 2小时血糖为（5.56±1.32）mmol/L，糖化血红

蛋白指数为（4.77±0.82）%，对照组的空腹血糖指

标为（6.76±2.06）mmol/L，餐后 2 小时血糖为

（ 10.11±1.87）mmol/L，糖化血红蛋白指数为

（7.09±1.02）%，对比 t为 3.9266、12.2537、10.9276，
P＜0.05。

3 讨论

糖尿病主要分为 1 型糖尿病和 2 型糖尿病，糖

尿病患的年龄范围较广，发病比较突然患病后出现

饮水量和排尿量明显的增加，饮食量增加但是还出

现消瘦的情况，血糖指数明显增高，很多患者最初

还会出现酮症酸中毒[3]。按照社会医学集合可见糖

尿病已经成为自肿瘤疾病、心血管病症之外的第三

大非传染性难治疾病，这种终身性疾病的治疗效果

取决于护理措施选择以及医疗型社区工作，且也依

赖于患者对疾病治疗和预后生活维护的主观能动性，

密切配合健康促进行为[4]。而控制糖尿病的最基础

治疗手段便是运动和控制饮食，胰岛素是稳定人体

中血糖的最主要激素，而糖尿病患者身体中由于疾

病影响导致胰岛素不足，继而造成的血糖升高[5]。

此种代谢性疾病若长期存在且不能及时接受对应治

疗，则会牵连其他组织和靶器官的功能损害，例如

眼睛、肾脏、血管、神经方面的损害。一般糖尿病

的典型症状为多饮、多食、多尿和消瘦等，按照社

会医学近几年的集合统计可见，糖尿病患者患病人

数正在呈显著上升趋势，已经成为自肿瘤疾病、心

血管病症之外的第三大非传染性难治疾病[6]。在糖

尿病的系统治疗方案中重点即为通过规范且有规律

的措施干预，提升病患生存质量。除了使用药物之

外应该注意配合健康教育工作加强糖尿病护理管理

质量[7]。

运动疗法作为临床内认为干预糖尿病十分有效

的措施，可以显著提升患者的机体摄氧量，促进心

肌收缩，提高血管弹性，改善血流动力学参数，提

高患者的心肺功能。同时，患者进行适当的运动，

可以预防微循环出现障碍，激发周围神经病变等。

合理地运动能强化机体对胰岛素摄入后的敏感性感

知，提升血糖稳定性继而消减体质量和加快脂肪分

解，积极预防脂质代谢障碍发生，造成糖尿病心血

管等并发症的生成。另外，运动导致的免疫力提升

消解其心理压力[8-10]，有利于医护人员按照其个性制

定运动计划，主要以有氧运动（步行）为主。综上

所述，将运动干预与健康管理用于糖尿病患者干预

内，可以稳定血糖，提高疾病知识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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