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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联合饮食护理对老年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患者的临床护理分析 

杨 莉，王 佳，谭 莹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老年与特需医学科  宁夏银川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与饮食护理联合对老年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方法 筛选 100
例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老年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患者，并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实

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则采用心理干预与饮食护理相结合的综合护理模式。对比和分析两组心理状态评分以及血糖

水平。结果 研究组的 SAS（焦虑自评量表）和 SDS（抑郁自评量表）评分均显著较低，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的三项血糖指标也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针对老年糖

尿病外周神经病变患者的护理中，结合心理干预与饮食护理的综合方法不仅能有效优化其心理状态，还能在血糖

控制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关键词】心理干预；饮食护理；老年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 
【收稿日期】2024 年 6 月 10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7 月 15 日    【DOI】10.12208/j.ijnr.2024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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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of combin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dietary car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Methods 100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eference group (50 patients) and study group 
(50 patients). The reference group implement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research group adopted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model combining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dietary nursing.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status scores 
and blood glucose levels in both groups. Results The SAS (anxiety self-rating Scale) and SDS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fasting blood glucose, 2 hours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and glycohemoglobin were also low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als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neuropathy, the comprehensive method of 
combining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dietary nursing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optimiz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but 
also achieve remarkable results in blood glucos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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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老年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的患病率持续上升。其中，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对患者

生活质量构成了严重威胁[1]。 
因此，临床护理亟需采取有效措施，以减轻患者痛

苦并提升生活质量。本研究通过心理干预联合饮食护

理的方式，对老年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患者进行临床

护理，旨在分析其在患者心理状态及血糖水平方面的

应用效果。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筛选 2023 年 3 月~2024 年 3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00 例老年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患者，并随机分成两组：

对照组（50 例）和研究组（50 例）。对照组男性 29 例，

女性 21 例；年龄 61~83（71.85±4.15 岁）；病程 7~20
（12.41±0.43）年。研究组男性 27 例，女性 23 例；

年龄 62~85（72.32±4.19）岁；病程 8~20（12.39±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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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上未见显著差异（P＞0.05），
本研究已获得我院伦理委员会的正式批准，同时，所有

入组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并同意参与此次研究。 
1.2 方法 
对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包括患者的日常起居照

顾、药物管理（如口服降糖药和胰岛素的使用指导）以

及基本的医疗护理操作等。 
研究组实施心理干预与饮食护理相结合的综合护

理策略。 
（1）心理干预。①健康教育：向患者及其家属普

及糖尿病相关知识，包括病因、治疗、并发症的预防等。

纠正患者对于糖尿病的错误观念，让患者认识到治疗

糖尿病的必要性。②情绪支持：护理人员密切关注患者

的情绪变化，尤其是针对其因长期治疗、病情反复而产

生的悲观消极、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鼓励患者表达内

心的感受，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心理防御机制。鼓励患

者家属积极参与其中，为患者提供家庭支持和关爱，增

强患者的情感依托。③心理疏导：针对患者的焦虑、恐

惧等心理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如放松训练、

认知重建等。④沟通交流：医护人员积极与患者沟通交

流，了解患者的需求和期望。尊重患者的意愿，提高患

者满意度。⑤行为干预：嘱咐患者规律作息、规律作息，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鼓励患者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减

轻孤独感，提高生活质量。（2）饮食护理。①饮食护

理方案制定：根据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具体情况，为每位

患者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计划。重点控制总热量摄入，确

保摄入的热量与日常消耗保持平衡，以满足患者的营

养需求同时避免热量过剩。鼓励患者多食用富含膳食

纤维的食物，以降低血糖。限制高糖、高脂肪、高盐食

物的摄入，如糖果、糕点、油炸食品等。鼓励患者适当

摄入优质蛋白质，以补充身体所需营养。②饮食指导与

监督：向患者及其家属普及糖尿病饮食知识，包括食物

的营养成分、热量计算、饮食搭配等，提高患者的饮食

管理能力。要求患者记录每日的饮食情况，包括食物种

类、摄入量、进食时间等，以便医护人员评估患者的饮

食执行情况，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③饮食护理效果评

估：通过定期测量患者的血糖水平、体重等指标，评估

饮食护理的效果。如果患者的血糖水平控制不佳或体

重下降过快，医护人员会及时调整饮食计划，确保患者

的营养需求和血糖控制达到最佳状态。 
1.3 观察指标 
在评估患者心理状态时，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

和抑郁自评量表（SDS）作为工具；同时，对患者的空

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水平以及糖化血红蛋白进行

监测。 
1.4 统计学分析 
收集到的数据，使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以 t 检验和“ sx ± ”表示，若 P<0.05，
则视为数据间存在统计学差异，具有显著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心理状态 
研究组的 SAS 和 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这

一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P<0.05），具体数据

如表 1 所示。 
2.2 比较两组患者血糖水平 
研究组的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以及糖化血

红蛋白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

同样具有显著意义（P<0.05），详细数据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研究组 50 44.35±2.79 44.81±1.43 
对照组 50 56.83±1.83 55.84±1.41 

t - 26.448 38.837 
P - 0.001 0.001 

表 2  两组患者的血糖水平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 2 小时血糖（mmol/L） 糖化血红蛋白（%） 

研究组 50 6.02±0.70 8.41±1.03 6.10±1.23 
对照组 50 6.46±0.89 9.82±1.43 8.39±1.83 

t - 2.748 5.657 7.344 
P - 0.007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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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老年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是糖尿病中常见且危害

严重的并发症，其典型症状包括四肢末梢的疼痛、麻木

及感觉异常，这些症状显著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2]。

随着病程的推进，外周神经病变的发生率也随之攀升，

对老年糖尿病患者构成巨大挑战。若未能及时采取恰

当的护理措施，患者的症状可能会加剧，生活质量进一

步恶化，甚至可能引发糖尿病足、截肢等严重后果，给

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3]。 
传统的常规护理方法对于老年糖尿病外周神经病

变患者的治疗效果往往有限，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护

理方法主要侧重于生理指标的监测和药物治疗，而未

能全面满足患者的心理及饮食需求[4]。事实上，患者的

心理状态和饮食习惯对疾病的治疗和康复具有不可忽

视的影响。心理干预在非药物疗法中占据重要地位，通

过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提供情绪支持、心理疏导等服

务，从而减轻患者的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提高其治

疗信心和依从性[5]。而饮食护理则针对患者的饮食需求，

提供个性化的饮食计划，帮助患者建立健康的饮食习

惯，控制血糖水平，从而减轻外周神经病变的症状[6]。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在心理状态及血糖水平中均

展现出了优于对照组的表现（P<0.05）。这充分证明了

心理干预在老年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患者的康复过程

中具有关键作用，它不仅能激发患者的积极情绪，还有

助于促进身体的整体恢复[7]。经过饮食护理的干预，患

者的饮食习惯得到了合理的调整，进而使得其血糖水

平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饮食管理不仅有助于减

轻外周神经病变的症状，还能够降低其他并发症的风

险，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8]。这种联合护理模式不仅提

高了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同时也为患者减轻

了经济压力，展现了其在临床实践中极高的应用价值

和实用性[9]。 
综上所述，心理干预联合饮食护理作为一种创新

的护理策略，在老年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患者的临床

护理中表现出了显著的优势，因此，强烈推荐在临床实

践中广泛采用这种联合护理模式，以提供更为优质、全

面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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