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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人群糖尿病肾脏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焦玉洁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分析糖尿病人群糖尿病肾脏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对 2022 年 5 月-2023
年 2 月本科接诊糖尿病患者（n=112）进行问卷调查及相关检测，以糖尿病肾脏疾病相关知识评估表作为评分标

准，统计糖尿病人群关于糖尿病肾脏疾病的相关知识认知，并分析总结此类疾病对患者造成的影响。结果 调查

结果显示，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疾病病程等因素均会影响到患者的相关知识认知水平，且年龄越高、教

育程度越低、家庭收入越低，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状况就越低。结论 综合来看，糖尿病人群关于糖尿病

肾脏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相对来讲是比较差的，再加上影响知识认知的因素过多，所以医疗机构及患者家属需结

合患者实际，在适当时间为患者展开相应知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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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in diabetic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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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gnitiv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knowledge in diabetic population. Methods The undergraduate patients with diabetes (n=112) admitted from May 2022 
to February 2023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 and related tests. The knowledge evaluation form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was used as the scoring standard to calculate the knowledge cognition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among diabetic 
popul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such diseases on patients was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Results The survey results 
showed that age, education level, family income, disease course and other factors would affect patients' cognition level of 
related knowledge, and the higher the age, the lower the education level, the lower the family income, the lower the 
cognition status of patients' knowledge of related disease. Conclusions In summary, diabetic people have a relatively 
poor cognition of knowledge related to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and there are too many factors affecting knowledge 
cognition. Therefore,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patients' families need to carry out relevant knowledge education for 
patients at an appropriate time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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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的提升间接增加了人们患病的概率，从

近些年的统计来看，糖尿病的发病率较为严重，其俨

然成为威胁大众生命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1]。糖尿病被

人们戏称为“富贵病”，且随着病程的延长，糖尿病

脏肾疾病的发生率也在逐渐提升。以现阶段的临床治

疗手段来讲，还没有找到能够彻底治疗糖尿病脏肾疾

病的方法，所以相关研究人员目前能尽到的最大努力，

便是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合理干预[2]，以此来预防或延缓

糖尿病脏肾疾病的出现，达到改善患者生存质量的目

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患者愿意配合干预治疗，

才能将干预效果最大化，所以近年各个医院均加大了

知识讲座的力度，力求与患者产生共鸣，进而在最大

程度上为其普及糖尿病相关知识。此外，由于家庭环

境、地域、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均会影响到患者的认知

情况，所以本次研究以此作为突破口，详细收集了患

者的各项临床资料，希望可以为分析各类因素带来可

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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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2 年 5 月-2023 年 2 月本科接诊糖尿病患者 112

例，都予以问卷调查及相关检测。患者年纪范围 56-77
岁，均值达到（63.17±3.84）岁；体重范围 59-83kg，
均值达到（71.22±3.06）kg。 

纳入标准：（1）确诊为糖尿病人群且年龄不低于

18 岁；（2）患者具备正常沟通、理解能力，可以保障

调查问卷的真实性；（3）自愿参与本次研究；（4）
患者能够自理生活。排除标准：（1）无法配合此次研

究；（2）无法进行正常日常活动；（3）沟通存在障

碍；（4）精神及智力存在异常。患者及其家属在知情

的前提条件下，了解本次研究实施的调查及检测方法，

并签署医疗知情同意书，已报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已经通过审批。 
1.2 方法 
以糖尿病脏肾疾病认知状况评估表为基准[3]，对患

者展开评估，评估内容包括血糖监测知识、用药知识、

尿糖知识、运动知识、疾病预后知识、糖尿病脏肾疾

病的病因及危害、饮食知识等条目，进行问卷调查时，

将每个条目分为“完全了解”、“部分了解”、“完

全不了解”3 部分，每部分分别计分 10 分、5 分、0

分。总分合计 100 分，分值越低，则表明患者在糖尿

病脏肾疾病方面的认知状况越差。为保障患者答卷的

真实性，所有问卷需由 2 位以上专家展开综合测评，

并与患者以往病历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将得分超过 60
分的患者划分为高水平认知组，其余患者则划分为低

水平认知组。 
1.3 观察指标 
（1）记录两组患者的年龄、糖尿病病程、受教育

程度、家庭收入等基本情况。 
（2）记录两组患者的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

白、肌酐、尿酸、肾小球滤过率等身体指标。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2.0 处理数据，t 的作用：检验计量资料，即

（ sx ± ），χ2 的作用：检验计数资料，即[n（%）]。
P＜0.05，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基本生活情况分析 
高水平认知组患者的年龄更小、糖尿病病程更短、

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更高（P＜0.05），结果如表 1。 
2.2 身体指标数值分析 
高水平认知组患者的身体指标数值更优（P＜

0.05），结果如表 2。 
表 1  患者基本生活情况统计表 

组别 年龄 糖尿病病程 受教育程度 家庭收入 

 低于 60 高于 60 低于 3 年 高于 3 年 高中以下 高中以上 低于 10 万 高于 10 万 

低水平认知组（n=68） 16 52 11 57 50 18 43 25 

高水平认知组（n=44） 31 13 27 17 6 38 12 32 

表 2  患者身体指标数值统计表 

组别 高密度脂蛋白（mmol/L） 低密度脂蛋白（mmol/L） 肌酐（μmol/L） 肾小球滤过率（mL/min） 

低水平认知组（n=68） 3.22±0.16 5.01±0.22 568.88±106.76 11.09±2.82 

高水平认知组（n=44） 2.09±0.09 4.74±0.33 456.17±112.53 18.83±8.79 
 
3 讨论 
糖尿病是系统性疾病[4]，也是一种高发疾病，病发

期间，不但会损害多个系统，还会有相应并发症出现，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会出现视网膜病变，其主要是因糖

尿病并发心血管疾病而导致的。除此以外，从肾脏方

面来说，糖尿病肾脏疾病作为一种微血管并发症，已

经成为了终末期肾病最主要的一个来源[5]，对于患者的

危害是非常大的。从肾脏角度看，患者会出现大量的

蛋白尿，以及低蛋白血症、浮肿、肾功能异常、心衰

合并外周血管病变等情况[6]。现有资料[7]显示，糖尿病

肾脏疾病目前在临床上较为常见，所以对糖尿病患者，

早期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控制血脂、减少蛋白尿是

控制病情蔓延的有效途径。 
之所以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的患者对糖尿病肾脏

疾病相关知识认知较差，原因可能在于患者学习意识

不足[8,9]，局限性的思维使其会出现“治病理所应当是

医生的事情”、“没有治好疾病就是医生失职”等想

法，所以在整个治疗期间，患者都不会主动去学习相

关内容，进而导致其严重缺乏疾病知识。其次，糖尿

病病程短的患者会想办法遏制病情延展，将危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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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范围内，而病程长的患者会在潜意识里认为“反

正已经患病这么多年了，治不治都一样”，进而依从

性严重不足。再者，患者的家庭收入低，对健康、保

健等方面的需求会降低，也没有媒体、网络等多种渠

道来了解糖尿病肾脏疾病的相关知识，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自我防治的效果。 
总的来看，糖尿病肾脏疾病的发病机制相对较为

复杂，临床方面也没有更为确切的定论，目前可以确

定的是，其与遗传、代谢紊乱、氧化应激、炎症反应

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10-17]。近些年随着医疗行业的发

展，大众越来越重视疾病的预防，这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了糖尿病肾脏疾病患者的自我认知率，有效延缓了

病情进展，对预后效果的改善大有裨益。从本次调查

的结果来看，高水平认知组患者的年龄更小、糖尿病

病程更短、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更高，且身体指标

数值更优（P＜0.05），证实了宣传教育对糖尿病肾脏

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状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综上，从现有的资料整合来看，糖尿病人群关于

糖尿病肾脏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相对来讲是比较差

的，所以医疗机构及患者家属结合患者实际，适当时

间为患者展开相应知识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加之影响

知识认知的因素过多，相关人员在进行知识普及时，

一定要对症下药，面对不愿配合的患者，要先做通患

者的思想工作后，再行知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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