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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健康教育在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 

方满英，宋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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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糖尿病护理中，研究全程健康教育的应用意义。方法 研究就诊于 2021 年 4 月到 2022 年 4 月

的 66 例糖尿病患者，经随机方法分组为各 33 例，主要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分别应用常规教育与全程健康教育，

比较患者的血糖变化情况和护理满意度。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血糖变化情况和对照组比较均改善，差异性比较为

P<0.05；护理满意度分析，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提升，数值比差异存在，为 P<0.05。结论 全程健康教育在糖尿病

护理中的应用意义明显，血糖控制良好，护理满意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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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whole-course health education in diabetes care. 
Methods A total of 66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from April 2021 to April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3 patients, 
mainly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The changes of blood glucos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by routine education and whole-course health education,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changes of blood glucos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P<0.05. Nursing satisfac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improved, and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the numerical ratio 
(P<0.05). Conclusion The whole course health education has obvious significan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diabetes care, blood 
sugar control is good, nursing satisfaction is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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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作为慢性代谢性疾病比较常见，多发于中

老年人。糖尿病对人体健康危害较大，随着疾病发生率

提升，则患者和家庭、社会压力较大。健康教育为护理

中的一部分，能对患者血糖水平有效控制，促使患者生

活质量提升。传统健康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护理人员

仅依靠经验干预，为了使患者血糖得到有效控制，需要

全程实施健康教育[1]。基于此，本文选择 66 例糖尿病

患者（2021 年 4 月到 2022 年 4 月）为对象，分析全程

健康教育的应用意义。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本资料 
2021 年 4 月到 2022 年 4 月对 66 例糖尿病患者进

行比较，进行组间分析。 
对照组：男性与女性患者分别为 15 例、18 例，年

龄为 25 岁到 67 岁，平均数（50.35±0.04）岁。病程

为 3-10 年，平均（4.56±0.04）年。 
研究组：男性与女性患者分别为 16 例、17 例，年

龄为 25 岁到 68 岁，平均数（50.36±0.05）岁。病程

为 3-12 年，平均（4.57±0.05）年。 
纳入标准：患者的血糖水平异常；患者思维未异

常；患者和家属认可。 
排除标准：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脏器功能异常患

者；认知功能异常患者。 
上述资料比较后数值为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教育。护理人员充分观察患者情况，

按照患者实际制定干预措施，如：生活、环境、运动方

面的干预。为患者提供健康教育，经线上、线下方式，

为患者发放糖尿病知识宣传手册，使患者对发病因素、

发病机制充分掌握，保证患者在血糖控制中养成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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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促使患者睡眠、饮食、生活习惯等逐渐改善。 
研究组：全程健康教育。（1）出院期间的健康教

育。先评估患者的基本信息，如：学历、性别、年龄、

经济情况、饮食情况等。为患者发放健康宣传知识手

册，按照一对一方式进行知识宣教，如：指导患者了解

糖尿病的发病原因、发病机制、血糖监测方法等。针对

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为患者讲解胰岛素的注射方

法、注射期间注意要点等，避免注射期间发生遗漏情

况，叮嘱患者在每次注射后，针头及时更换。也要定期

举办糖尿病知识讲座，使患者的错误认知不断改善，能

针对患者提出的问题有效解决。患者在住院过程中，按

照患者的心理情况提供针对性干预措施，积极鼓励患

者，使患者感受更多关爱，保证患者治疗依从性提升。

针对生活中使用手机等通讯软件的患者，可以要求患

者关注公众账号，主动学习糖尿病有关的知识。如：每

周五定期进行糖尿病知识讲解，所有患者积极参与其

中，治疗和护理的积极性不断提升，促使患者血糖水平

得到控制。（2）出院时的健康教育。患者出院期间，

护理人员先评估患者对知识的了解情况，并在期间针

对性指导，使患者对疾病充分掌握。还需要为患者以及

家属提供居家护理，指导患者对出院后的注意事项予

以了解，学会自我血糖监测，保证患者能按照医嘱服

药，使患者加强自我管理。（3）出院后健康教育。患

者出院后，护理人员通过电话方式随访，为患者提供健

康教育宣传、教育指导等，对患者疾病情况充分掌握，

使患者在院外进行血糖监测等，有针对性的解答问题。

还需要对患者血糖情况有效监测，能按照患者的实际

情况、自身需求等制定计划，鼓励患者之间相互沟通和

交流，保证患者治疗期间积极配合。 
1.3 指标分析 
（1）血糖变化情况：进行空腹血糖和餐后 2 小时

血糖检测。空腹血糖如果为 7.0mmol/L 以上为异常，

餐后 2 小时血糖为 7.8mmol/L 以下为正常。（2）护理

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评估，分值 100 分，不满意 0-
60 分、一般满意 61-89 分、非常满意 90-100 分[2]。计

算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一般满意）/33×100%。 
1.4 统计学计算 
本文对比结果判定应用 SPSS27.0 软件进行计算，

其中的计量资料代表为 （͞x±s）（t 检验），计数资料

率（%）形式表示（χ2检），并对比两组的数值结果是

否与统计学研究意义一致，P＜0.05。 
2 结果 
2.1 血糖变化情况 
表1可见，护理前血糖变化情况无意义，为P>0.05；

护理后，研究组的血糖变化情况与对照组比较改善，差

异性比较为 P<0.05。 

表 1  血糖变化情况（ ） 

组别 n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 2 小时血糖（mmol/l）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33 10.23±2.34 6.34±0.45 15.23±4.02 9.34±1.23 

对照组 33 10.25±2.36 8.54±1.23 15.26±4.04 12.45±2.13 

T 值  0.0346 9.6493 0.0302 7.2635 

P 值  0.9725 0.0000 0.9760 0.0000 

 
2.2 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十分满意 20 例，一般满意 13 例，不满

意 0 例，满意度 100%（33/33）； 
对照组：十分满意 10 例，一般满意 10 例，不满

意 13 例，满意度 60.60%（20/33）； 
以上资料经对比，表现的差异性为 P<0.05。 
3 讨论 
糖尿病属于慢性疾病，在临床发生率提升，该疾病

具有反复性，容易引起多种并发症，且患者面临的压力

较大。糖尿病严重危害患者的身体健康，且每年患者数

量逐渐增多，所以糖尿病的预防与控制十分严峻[3]。糖

尿病是因为遗传、免疫功能紊乱等多种因素引起的胰

岛素功能异常，使机体功能的代谢情况失调，并处于高

血糖水平。糖尿病疾病大部分为中老年人，在疾病预防

中，需要在饮食、生活方面给予干预。糖尿病病程发展

缓慢，患者机体的各个器官、各个组织功能都可能发生

异常，且患者面临的心理压力大，导致患者表现为焦

虑、抑郁情绪，无法保证患者的有效治疗，影响患者治

疗自信心[4]。 
糖尿病使患者的内分泌系统发生异常，近几年发

病趋于年轻化的趋势，因为近几年人们生活、饮食和工

作发生变化，导致糖尿病成为危害人体健康的关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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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受到生活方式、遗传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但

是，如果患者对糖尿病方面知识掌握良好，尽管发病也

能使患者血糖得到有效维持。经调查分析，很多患者是

因为对疾病认知不正确，糖代谢异常明显，且对血糖的

控制难度较大。还有一些患者未按照医嘱对药物合理

应用，从而导致患者多器官发生损伤，使患者的心血

管、神经系统被累及，使患者生活质量被影响[6]。对于

糖尿病患者护理难点，主要是患者依从性提升、对疾病

认知度不断增强，对药物使用情况精准认识，改善自身

的不良生活习惯等，使患者在血糖控制中主动性不断

增强。全程健康教育属于综合护理中的一部分，综合理

论和实践，对传统的护理模式进行优化，优化教育方

式，对宣教内容进行创新，以保证获得良好的干预效

果。全程健康教育在患者住院、居家护理中作用明显，

经有效指导和心理干预，能促使护理的延续化，使患者

对不同阶段的健康知识充分掌握[7]。 
健康教育发挥一定的预防作用，能使患者的生活

方式、行为方式得到优化[8]，保证患者疾病控制能力增

强。临床传统的健康教育模式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多为

形式化，不具备一定针对性，仅仅为患者提供出院指

导，未彰显健康教育的持续性、全面性和系统化，所以，

临床还需要探索一种全程化健康教育。全程健康教育

是将患者作为中心对象，能使患者的自我保健意识、自

我保健能力提升，且患者的不良行为、不良生活习惯都

能得到优化，也有利于患者疾病不断恢复，避免发生并

发症。通过健康教育能使患者对疾病充分掌握，在意识

上对自身错误进行优化，以保证患者疾病得到恢复[9]。 
本研究了解，护理前血糖变化情况无意义，为

P>0.05；护理后，研究组的血糖变化情况与对照组比较

改善，差异性比较为 P<0.05；研究组护理满意度

（100%）高于对照组（60.60%），差异性比较为 P<0.05。
结果说明，为糖尿病患者提供全程健康教育具有重要

作用，能对患者血糖水平有效控制，保证患者护理满意

度提升。原因分析：全程健康教育具备一定连续性和个

体化特点，患者在住院、出院都能进行干预。且全程健

康教育更重视内心需求，能按照患者自身个性特点和

文化程度提出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患者出院后，为患者

进行知识宣教、提供饮食干预和运动干预，则患者的各

个方面功能都能逐渐增强[10]。 
综上分析，将全程健康教育应用于糖尿病护理中

的价值高，患者血糖得到有效控制，且护理满意度提

升，适合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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