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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性化护理在糖尿病护理中的效果 

罗腊月 

浙江省台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台州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人性化护理在糖尿病护理中的效果与价值。方法 选取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2 月内

本科收治的住院糖尿病患者 78 例，按照双盲法实施分组，其中 39 例作为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39 例作为实

验组接受人性化护理干预，对比护理效果。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负面情绪及生活质量对比对照组显著改善、血糖

水平显著降低、健康知识掌握水平明显提高，相关指标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针对糖尿病患者实

施基于人性化关怀理念的人性化护理干预临床效果理想，有推广使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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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humanized nursing in diabetes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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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effect and value of humanistic nursing in diabetes care.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9 to December 2020,78 hospitalized diabetic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double-blind method, 39 of them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s control group and 39 as experimental group to 
receive human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Contrast nursing effect. Results The negative emo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blood sugar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level of health knowledg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correlation index contrast has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Lt; 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human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humanized care concept for 
diabetic patients is ideal and has the value of popularizing and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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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常见的慢性疾病，当前糖尿病尚无治愈

办法，治疗伴随终生，患者在长时间的治疗中，往往

出现阶段性病程加快、并发症出现等情况，严重影响

生存质量。由于糖尿病的治疗过程长，很多患者在治

疗过程中出现较多的负面情绪，再入院后出现依从性

较低的情况，十分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加上患者对于

疾病知识掌握不够，导致治疗方案效果不够理想、患

者住院时间延长、治疗费用提高[2]。糖尿病护理是临床

护理服务中重点组成部分，优质护理服务理念是以“以

人为本”作为核心思想的服务理念，本文对该护理干

预模式的效果进行探讨分析，研究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2 月内本科收治的住

院糖尿病患者 78 例，按照双盲法实施分组，其中实验

组 39 例，男女比例 22/17，年龄 35-65 岁，平均年龄

（48.2±9.5）岁。对照组 39 例，男女比例 23/16，患

者年龄 36-64 岁，平均年龄（48.0±10.7）岁。两组患

者的年龄、男女比例等相关资料接近，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诊断标

准，患者知悉并同意本次研究开展，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严重心血管疾病患者；恶性肿瘤患者；

脏器功能受损患者；精神疾病不能配合健康知识宣教

的患者。 
1.2 方法 
（1）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基本的血糖

监测，药物治疗实施，集中健康宣讲，为患者答疑解

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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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组 
实验组患者接受人性化护理干预，内容如下： 
①人性化入院引导：患者在进入医院之后，护理

人员需要热情接待患者，协助患者完成健康档案登记，

详细记录患者的糖尿病史、治疗史、姓名、性别、姓

名、年龄等信息。虽有向患者介绍医院的环境，向患

者介绍治疗医生与护理人员，消除患者的陌生感和恐

惧感。 
②积极认知干预：认知干预主要从心理和健康知

识入手，以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和治疗护理配合积

极性为目的。心理干预中，护理人员需与患者建立有

效的沟通渠道，分析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负

面情绪，结合临床和患者自身情况进行分析，找出负

面情绪原因，才有针对性有效措施，常见心理引导措

施包括倾听、语言暗示、转移注意力、社会关系引导

等方式。而健康知识宣教同样需要囊括整个治疗过程，

在出院后同样需要进行延续健康教育，重点采用一对

一针对性健康宣教的方式，首先分析患者的病情实际

情况，根据患者不同的疾病进程给予针对性宣教，告

知患者当前病情实际情况，与患者共同分析疾病走向

与预后，同时告知接受护理和治疗的效果与必要性，

保证患者在不同的阶段中都有足够的健康知识储备与

自我管理能。 
③人性化用药管理：除了常规监督用药之外，护

理人员应当加强药物护理工作，首先进行药物知识宣

教，告知患者药物的效果与服用方法、服用剂量，首

先提高患者对于药物的了解程度，每次给药时护理人

员需要记录用药时间、用药量以及发生的不良反应，

进行规范的记录。当护士对患者详细讲解药物知识后，

能够改善患者的依从性，并配合医生的给药计划，显

著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稳定患者的血糖。护士对患

者进行药物宣教主要如下：用药之前的指导，通过讲

解疾病发生机制，让患者明确各种不同药物的用药机

制、剂量以及反映，避免发生错用药物的现象，改善

患者的药物治疗情况。另外，护士还需为患者建立药

物使用记录表，实时记录患者的情况，将患者的情况

及时上报给医生，并与医生沟通，是否调整药物治疗

方案。此外，护士通过调查可以了解患者的基本信息，

随后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干预，显著提升患

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让其可以在出院后，依旧遵医嘱

服用药物。 
④人性化饮食指导：给予患者的饮食喜好开展饮

食计划制定，重视病情管理同时做到个性化、人性化，

根据患者各项体检结果对其身体状况进行评估，制定

每日所需热量，征求医师意见，对患者含碘盐及糖的

摄入量进行严格管控，食谱制定时遵循易消化、营养

均衡原则，为患者提供最科学的饮食方案。通过为患

者提供合理的膳食纤维，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多的食物，

延长胃部的排空情况，减少患者的饥饿感，稳定患者

的血糖水平。同时，患者多摄入一些膳食纤维，可以

帮助将粪便排出，减少腹部的压力，促进肠蠕动。 
⑤心理护理：由于部分患者初期并没有显著的疾

病症状，当患者发现的时候，患者病情已经发展一段

时间了。此时，患者确诊糖尿病后，常会出现紧张、

焦虑等不良情绪，影响治疗效果以及护理质量。此时，

护士需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根据患者的症状，对患

者进行合理的干预措施，积极疏导患者的情绪，稳定

患者的情绪变化后，改善患者的症状，让患者配合治

疗，保证临床治疗顺利开展。同时，护士对患者进行

治疗之前，还需根据病情制定详细的方案，讲解疾病

治疗过程，显著提升患者以及家属的认知程度、配合

度，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改善状态。必要时，还可

以对患者介绍相关案例，以此改善患者的情绪，让其

多了解疾病症状，以此改善情况。 
1.3 观察指标 
（1）负面情绪：采用 SDS/SAS 进行分析。 
（2）血糖控制：定期观察患者血糖改善情况，对

比干预前后患者的空腹血糖水平。 
（3）生活质量：采用 SF-36 生活质量量表[2]进行

分析，包括生理、心理、社会功能、情感等多部分，

满分 100 分，分值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4）健康知识掌握情况：采用自制健康知识掌握

量表进行分析，观察患者对于疾病、药物、运动、饮

食等多方面的健康知识掌握情况，满分 10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3.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负面情绪、血糖水平、生活质量  
实验组患者负面情绪及生活质量明显改善，血糖

控制明显对比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数

据对比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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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负面情绪、血糖水平、生活质量（ sx ± ） 

组别 例数 SAS SDS SF-36 空腹血糖 mmol/L 

对照组 39 18.3±2.7 18.5±2.8 74.3±2.2 12.6±1.4 

实验组 39 10.7±1.8 11.1±1.6 87.4±5.6 9.4±0.5 

t - 14.626 14.330 10.794 13.442 

P - 0.014 0.001 0.001 0.001 

 
2.2 健康知识掌握情况  
实验组掌握程度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数据对比如下：实验组知识掌握

为（94.3±4.4），对照组为（87.1±2.3），（t=9.056，
P=0.001） 

3 讨论 
糖尿病为一种以血糖异常升高为主要表现的临床

常见慢性代谢性疾病，中医称为消渴病，流行病学认

为由糖尿病间接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已成为全世界主要

致死原因，如肾脏疾病、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等[3]。

糖尿病患者缺乏健康知识、身体素质差，治疗时间越

长，对于治疗的积极性就越差，导致各种并发症的出

现，疾病预后差，为提高临床的治疗效果，护理工作

实施必不可少。 
优质护理服务理念是以“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思

想的服务理念，护理模式严格围绕患者本身的诸多因

素，融入人文关怀理念，在传统的护理基础之上，围

绕患者相关因素，针对性制定护理内容[4]。包括心理护

理、健康知识宣教、环境护理、药物护理等，用于提

高患者健康知识储备，改善心理状况，同时为患者营

造良好的病房环境，加强用药效果，患者在接受干预

之后，对于疾病更为了解，同时心理情绪转向正面，

生活质量明显改善，患者总体治疗效果提高[5-6]。本研

究中，不同护理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的负面情绪及生

活质量对比对照组显著改善、血糖水平显著降低、健

康知识掌握水平明显提高，相关指标对比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综上所述，针对糖尿病患者实施基于人性化关怀

理念的人性化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及负面情绪，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情况更理想，血糖

水平控制良好，同时患者对于疾病的治疗及护理配合

性和依从性更高，该护理方式临床效果理想，有推广

使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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