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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内分泌科护理中糖尿病健康教育的应用效果进行研究。方法 本次实验时间集中在 2017
年 9 月-2020 年 6 月，实验对象为内分泌科糖尿病患者，共计 70 例患者参与其中。本次实验分组方式为编

号分组，奇数编号患者划分到对照组，偶数编号患者划分到实验组。利用基础护理手段对对照组患者实施

护理，通过基础护理联合糖尿病健康教育对实验组患者实施护理，对两组患者空腹血糖水平、餐后 2 小时

血糖水平、生活质量评分进行分析和对比。结果 展开分析本次实验，实验组患者空腹血糖水平有着较大幅

度的下降，分别为（6.28±1.83）mmol/L 及（7.41±1.92）mmol/L，两组数据之间差异凸显，（p＜0.05）；

系统分析本次实验，实验组患者餐后 2 小时血糖水平有着较大幅度的下降，分别为（7.59±1.11）mmol/L
及（9.52±1.57）mmol/L，两组数据之间差异突出，（p＜0.05）；对本次实验展开分析，实验组患者生活

质量评分有着较大幅度的提升，分别为（92.14±3.66）分及 81.63±3.44）分，两组相关数据之间差异凸显，

（p＜0.05）。结论 在内分泌科护理中糖尿病健康教育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其在降低患者空腹血糖及餐后

2 小时血糖、促进患者生活质量提升方面作用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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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diabetes health education in endocrinology nursing. 
Methods: This experiment was concentrated from September 2017 to June 2020.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were 
endocrinologists with diabetes, and a total of 70 patients participated. The grouping method of this experiment is 
numbered grouping, the odd-numbered patients a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ven-numbered patients 
a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arry out nursing care for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ith basic nursing 
methods, and carry out nursing care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through basic nursing combined with 
diabetes health education.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levels, 2-hour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level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 The analysis of this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level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patients had a significant drop, which were (6.28±1.83) 
mmol/L and (7.41±1.92) mmol/L,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data is prominent, ( p＜
0.05); In this experiment,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meal 2 
hours after meal, respectively (7.59±1.11) mmol/L and (9.52±1.57) mmol/L, th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prominent, (p<0.05); in the analysis of this experiment,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respectively (92.14±3.66) points and 81.63±3.44) 
points, two related data The difference is prominent, (p<0.05). Conclusion: Diabetes health education has a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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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nursing of endocrinology department. It has a prominent role in reducing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2 hours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of patients,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Endocrinology; Diabetes; Health Education; Applied Value 
 

前言 
糖尿病在内分泌科有着较高的出现几率，严重

威胁着患者的健康。而且糖尿病的治疗与控制难度

较大，所需时间较长，这种情况下，糖尿病患者生

理及心理上均承受着较大的痛苦，部分患者对医护

工作的开展产生抵触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医

护工作开展的难度，影响着医护工作开展的质量。

这种情况下，糖尿病健康教育在内分泌科护理中受

到了较高的关注。因此，对内分泌科护理中糖尿病

健康教育的应用效果进行研究是势在必行的。共计

70 例内分泌科糖尿病患者参与本次实验，详情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对象为 70 例内分泌科糖尿病患者，实

验开始于 2017 年 9 月，终止于 2020 年 6 月，对所

选患者进行编号，依据编号结果确定对照组及实验

组患者。对照组患者年龄中间值为（52.9±11.5）岁，

年龄上至 77 岁，年龄下限为 37 岁，20:15 为男女比，

实验组患者年龄中间值为（52.7±11.2）岁，年龄上

至 79 岁，年龄下限为 35 岁，21:14 为男女比。两组

患者基础数据之间差异微小（p＞0.05）。纳入标准：

患者均为内分泌科糖尿病患者；实验得到了伦理委

员会准可；实验坚持自愿参与原则；实验患者均具

备配合实验的能力。排除标准：患者身体出现影响

实验的变化；患者中途放弃参与实验[1]。 
1.2 方法 
利用基础护理手段对对照组患者实施护理，通

过基础护理联合糖尿病健康教育对实验组患者实施

护理。在基础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应密切监测患

者临床表现及患者血糖指标，采取适当常规手段加

以应对。在糖尿病健康教育过程中，护理人员应在

患者入院时对患者病情、文化程度等基本信息进行

记录，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知识宣讲策

略，向患者及其亲属详细讲解糖尿病发病原理、防

治措施及危害，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糖尿病，促使患

者自觉规范自身行为，以此提高患者的顺应性，确

保患者能够积极配合护理工作的开展，进而提高护

理工作的质量[2]。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护理人员应

注意组织患者参与知识宣传、病友交流会等活动，

提高患者的糖尿病的认识，帮助患者树立治愈信心。

此外，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应高度重视心理疏导

工作的开展，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分析，根据患者

的疑问及需求为患者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必要的帮

助，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使患者始终保持良好的

心态[3]。 
1.3 判断标准 
对两组患者空腹血糖水平、餐后 2 小时血糖水

平、生活质量评分进行分析和对比。 
1.4 统计学处理 
通过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对本次实验中的数

据进行处理和分析，（x±s）用于指代计量资料，

计数资料通过（n）指代，数据检验工作依靠 t 及 x2，

数据差异较为突出时，P＜0.05[4]。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空腹血糖及餐后 2 小时血糖 
展开分析本次实验，实验组患者空腹血糖水平

下降幅度远远大于对照组患者，（6.28±1.83）
mmol/L 明显低于（7.41±1.92）mmol/L，数据之间

差异凸显，（p＜0.05）；系统分析本次实验，实验

组患者餐后 2 小时血糖水平下降幅度远远大于对照

组患者，（7.59±1.11）mmol/L 明显低于（9.52±1.57）
mmol/L，数据之间差异突出，（p＜0.05）。详情见

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空腹血糖及餐后 2 小时血糖 

组别 
人数 
（n） 

空腹血糖 
（mmol/L） 

餐后 2 小时血糖 
（mmol/L） 

对照组 35 7.41±1.92 9.52±1.57 

实验组 35 6.28±1.83 7.59±1.11 

t 值 - 13.282 10.197 

P 值 - 0.014 0.013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对本次实验展开分析，实验组患者生活质量评

分提升幅度远远大于对照组患者，（81.6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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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显低于（92.14±3.66）分，相关数据之间差异

凸显，（p＜0.05）。 
3 讨论 
糖尿病是—组以慢性血葡萄糖水平增高为特征

的代谢性疾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和/或作用缺陷所

引起。患者在患病后会表现出血糖升高等症状，治

疗及控制不当或是不及时会有可能导致多种代谢疾

病的出现，甚至造成患者的死亡[5]。但是值得注意

的是，由于过去一段时间内，内分泌科糖尿病健康

教育工作开展水平较低，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相关

知识的了解较少，患者负面情绪较为严重，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护理工作的质量[6]。相比基础护理，

基础护理联合糖尿病健康教育在内分泌科护理中优

势凸显，其要求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高度重视知

识宣讲及心理疏导工作的开展，能够提高患者对糖

尿病的认识，帮助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共计 70 例

内分泌科糖尿病患者参与 2017 年 9 月-2020 年 6 月

期间的实验，目的是对内分泌科护理中糖尿病健康

教育的应用效果进行研究，以期能够为护理人员护

理糖尿病患者带来一些帮助[7]。对照组及实验组患

者在实验过程中分别接受基础护理及基础护理联合

糖尿病健康教育，展开分析本次实验，实验组患者

空腹血糖水平（6.28±1.83）mmol/L 显著低于对照

组患者空腹血糖水平（7.41±1.92）mmol/L，对照

组及实验组相关数据之间差异凸显（p＜0.05）；系

统分析本次实验，实验组患者餐后 2 小时血糖水平

（7.59±1.11）mmol/L 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餐后 2
小时血糖水平（9.52±1.57）mmol/L，对照组及实

验组相关数据之间差异突出（p＜0.05），由此可以

得出，糖尿病健康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者

空腹血糖水平及餐后 2 小时血糖水平；对本次实验

展开分析，实验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92.14±3.66）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81.63±3.44）
分，对照组及实验组患者相关数据之间差异凸显（p
＜0.05），由此可以得出，糖尿病健康教育能够有

效提高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实验结果显示，在内

分泌科护理中糖尿病健康教育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
[8]。 

本次实验表明，糖尿病健康教育在降低内分泌

科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及餐后 2 小时血糖、促进患

者生活质量提升方面作用效果十分理想，护理人员

在实际工作中应高度重视糖尿病健康教育，并在内

分内科糖尿病患者护理中积极加以实践，进而提高

内分泌科护理工作水平，为糖尿病患者提供高质量

的护理服务，优化糖尿病患者病情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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