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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规范化运动管理模式在糖尿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王美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目的 分析糖尿病患者护理中开展系统规范化运动管理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抽取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我院接收的糖尿病患者 60 例，将 60 例患者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成两组,组别类型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中有患者 3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添加系统规范化运动管理模式，分析对

比两种护理模式取得的效果。结果 两组最终结果通过对比后显示，观察组患者的遵医行为以及自我管理能力与

对照组相比均得到明显提升，最终患者血脂水平和血糖指标改善效果均优于对照组，最终患者的生活质量与对照

组相比明显提高,（P＜0.05）。结论 在糖尿病患者护理管理中开展系统规范化运动管理模式，可有效提高临床护

理服务质量，增强患者的遵医行为和自我管理能力，通过合理的运动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血脂水平,提高血糖控制

效果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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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ystematic and standardized exercise management model in nursing care of diabet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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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systematic and standardized exercise management 
mode in the nursing of diabetes patients. Methods 60 diabetic patients receiv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3 to June 
2024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6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including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care, 
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ded a systematic and standardized exercise management mode, and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effects of the two nursing modes. Results The final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showed that the compliance 
behavior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blood lipid level and blood glucose index of the patients were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systematic and standardized exercise management mode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diabetic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service, enhance the patients 'medical compliance behavior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blood lipid level, improve the effect of blood glucose 
control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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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其特征是

血糖水平长期高于正常范围。主要由胰岛素分泌不足

或作用缺陷引起，可导致多种并发症。患者需要长期管

理疾病，包括饮食控制、药物治疗、运动等方面。尤其

是合理运动是患者血糖控制的重要部分，对糖尿病患

者的血糖控制和健康具有重要意义[1-2]。为此，我院对

其患者实施了系统规范化运动管理模式，并将最终获

得的干预效果在文中进行了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现将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来我院接受

治疗的糖尿病患者中抽取出 60 例开展分组研究，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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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为随机数字表法,共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中有

患者 30 例。对照组患者中包括男性 17 例和女性 13 例，

患者的最小年龄 25 岁、最大年龄 60 岁,平均年龄为

（42.50±2.50）岁，平均病程（3.50±0.40）年；观察组

有男性患者 16 例和女性患者 14 例，年龄范围在 26 至

60 岁之间，年龄均值是（43.00±2.60）岁，平均病程（4.00
±0.50）年；两组患者的临床一般资料经过对比后显示

无差异（P＞0.05），具备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内容主要包括定期监测患

者血糖、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给予饮食指导和药物

治疗，协助患者进行适当的运动。同时，对患者进行糖

尿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意识，

强调良好的生活习惯对病情控制的重要性。在护理过

程中，注意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鼓励患者积极配合治疗。 
观察组添加系统规范化运动管理模式，1）运动方式：

选择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如慢跑，

跳绳，功率自行车，弹力带，举哑铃，推胸器等。有氧

运动可以提高心肺功能，增强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血糖

水平；力量训练可以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有

助于长期控制血糖。2）运动时间与频率：根据患者的身

体状况和运动能力，制定合理的运动计划。建议每周进

行 3-5 次运动，每次运动时间为 30-60 分钟。运动时间

应选择在饭后 1-2 小时进行，避免空腹运动，以免引起

低血糖。3）运动强度：运动强度应根据患者的心率、血

压、血糖等指标进行调整。一般来说，运动时的心率应

保持在最大心率的 50%-70%之间，最大心率=220-年龄。

运动强度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血糖控制，患者可以通过

佩戴运动手环或智能手表等设备，实时监测运动强度。

4）运动前后准备：运动前，患者应进行 5-10 分钟的热

身运动，如快走、拉伸等，避免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导致

受伤。运动后，患者应进行 5-10 分钟的放松运动，如慢

走、深呼吸等，帮助身体逐渐恢复平静。5）运动安全监

测：患者在运动过程中应密切关注自身的身体状况，如

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等低血糖症状，应立即停止运

动，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此外，患者还应定期到医

院进行血糖、血压、心肺功能等检查，及时调整运动计

划。6）个体化运动指导：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年龄、

性别、身体状况、运动能力等因素，为患者制定个体化

的运动计划，并进行一对一的运动指导。在指导过程中，

护理人员应向患者详细介绍运动的注意事项、运动强度

的调整方法等，确保患者能够安全、有效地进行运动。

7）运动记录与评估：患者应建立运动记录，详细记录每

次运动的时间、运动方式、运动强度、血糖变化等情况。

护理人员应定期对患者的运动记录进行评估，了解患者

的运动疗法依从性和血糖控制情况，并根据评估结果及

时调整运动计划。8）运动健康宣教：护理人员应通过多

种方式，如健康教育讲座、宣传手册、微信公众号等，

向患者及其家属宣传运动对糖尿病治疗的重要性，提高

患者的运动疗法依从性。同时，护理人员还应向患者介

绍糖尿病的相关知识，如饮食控制、药物治疗、血糖监

测等，帮助患者全面了解糖尿病的治疗方法，提高自我

管理能力。 
1.3 观察标准 
①评分指标：内容为患者的遵医行为以及自我管

理能力，运用自治调查问卷表开展评价，单项指标的满

分值为 10 分，分值越高则证实指标越好。②记录对比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血脂水平和血糖控制效果。③生

活质量利用(SF-36)量表进行测定，最高分是 100 分，

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方法 
运用 SPSS25.0 软件对文中数据进行处理,计量指

标通过( x ±s)来描述，并且实施 t 检验，两组最终结果

对比有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 结果 
干预前两组指标对比显示差异较小（P＞0.05）；

但与对照组干预后结果相比显示，观察组患者的遵医

率以及自护能力均得到显著提升，最终患者血糖控制

效果占据优势，（P<0.05），见下表 1。 
表 1  组间各指标对比详情( x ±s) 

分组 n 
遵医行为/分 自护能力/分 餐前血糖/mmol/L 餐后 2h 血糖/mmol/L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0 5.6±0.4 9.2±0.8 6.4±0.3 9.4±0.5 9.2±2.1 6.3±0.6 11.3±1.2 8.2±0.7 
对照组 30 5.7±0.5 8.3±0.6 6.5±0.4 8.5±0.3 9.3±2.2 7.2±0.7 11.4±1.3 9.1±1.1 

t 值  0.8553 4.9295 1.0954 8.4540 0.1800 5.3467 0.3095 3.7807 
P 值  0.3959 0.0000 0.2778 0.0000 0.8577 0.0000 0.7580 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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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两组患者的血脂水平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 
护理前观察组患者的血脂指标中总胆固醇、甘油

三酯结果分别为（5.5±0.9）mmol/L、（2.5±0.8）mmol/L、
生活质量数据（78.8±2.2）分；对照组患者以上指标结

果分别为（5.4±0.8）mmol/L、（2.4±0.7）mmol/L、
（78.0±2.3）分；两组结果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4548、0.5152、1.3767，P=0.6509、0.6083、0.1739）；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血脂水平和生活质量均得到显著

改善，其结果分别达到（4.3±0.3）mmol/L、（1.3±0.2）
mmol/L、（90.3±4.4）分；对照组患者的以上指标分

别为（4.8±0.5）mmol/L、（1.6±0.4）mmol/L、（84.3
±3.2）分，两组最终结果对比显示有统计学意义

（t=4.6966、3.6742、5.4772，P=0.0000、0.0005、0.0000）。 
3 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如果得不到有效

控制，可能会引发多种并发症，对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

量造成严重威胁。糖尿病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长期高血糖可导致血管、神经受损，增加心脑

血管疾病、肾脏疾病、眼部疾病等的发病风险。此外，

糖尿病还可能影响患者的免疫系统，使其更容易感染

其他疾病[3]。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采取系统规

范化的运动管理模式进行护理非常重要，可以帮助他

们控制血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2]。在

糖尿病患者的常规护理中，存在着一些缺陷。例如，护

理方案可能缺乏个性化，不能充分考虑患者的个体差

异。此外，常规护理可能过于注重疾病的治疗，而忽视

了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在运动管理方面，可能

缺乏科学指导，导致患者运动效果不佳或出现运动风

险。这些缺陷可能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4-5]。

为提高本病管理质量，我院对其患者实施了系统规范

化运动管理模式，且最终获得了较好的干预效果。系统

规范化运动管理护理模式的理念是根据糖尿病患者的

身体状况和运动能力，制定个性化的运动计划，包括运

动类型、运动强度、运动时间和运动频率等。通过规范

的运动管理，提高患者的运动依从性，预防和控制糖尿

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同时，系统规范化运动管理护

理模式还注重患者的心理健康，通过心理支持和健康

教育，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提高患者的自我

管理能力和生活质量[6-8]。 
综上所述，系统规范化运动管理护理模式在糖尿

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具有多重作用和优势。首先，该模

式通过专业的运动指导和规划，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

提高患者的健康状况。其次，它能够增强患者的身体素

质，提高生活质量。此外，规范的运动管理还能培养患

者的自律性和健康意识，促进长期的健康管理。最后，

这种模式可以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进行定制，实现个

性化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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