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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情况的影响 

孙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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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针对性护理措施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情况影响进行探究，希望可以为糖尿病护理研究提

供一点帮助。方法 研究时间段为 2021 年 9 月到 2022 年 9 月，对象选择院内诊治的糖尿病患者，共计 68 例，随

机编号后利用计算机随机抽取方式划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采取常规模式、针对性护理模式开展两组护理工

作，对护理效果数据信息进行观察与统计。结果 护理前两组各项血糖数据信息无显著差异（P 值>0.05），将两

组接受不同护理后相关数据信息输入到统计学系统中处理得出结果 P 值<0.05，差异显著，观察组整体血糖指标

数据信息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结论 针对性护理措施可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产生积极影响，减少血糖指标

异常波动变化，有助于病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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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on blood glucose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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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argeted nursing measures on blood sugar control in diabetes 
patient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help for diabetes nursing research. Methods The study period was from September 
2021 to September 2022. The subjects selected 68 patients with diabetes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the hospital. After 
random numbering,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by means of computer 
random selection. They carried out two groups of nursing work by adopting the conventional mode and the targeted 
nursing mode, and observed and counted the nursing effect data information.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P>0.05). The related data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receiving different nursing care 
were input into the statistical system and the result was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The overall blood glucose 
index data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argeted nursing 
measures ca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blood sugar control of diabetes patients, reduce the abnormal fluctuation of 
blood sugar indicators, and help to control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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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在临床慢性疾病中有着较高发生风险，尤

其是近些年糖尿病患者数量逐渐增加，在一定程度上

加大了治疗难度，在对患者实施药物治疗方案的同时，

还需要对相关护理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寻找更为有效

的护理模式，充分发挥护理价值，为患者尽早恢复正

常生活提供一定保障[1]。随着临床护理研究的不断发

展，针对性护理模式在多种疾病护理中的运用均取得

了不错效果，这为糖尿病护理研究提供了新方向[2]。文

中对针对性护理措施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情况的影

响进行了探究，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段为 2021 年 9 月到 2022 年 9 月，对象

选择院内诊治的糖尿病患者，共计 68 例，随机编号后

利用计算机随机抽取方式划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两

组患者占比为 35：33，对照组男女占比为 12：23，年

龄最小 45 岁、最大 75 岁，年龄平均值为（53.69±2.13）
岁。观察组男女占比为 11：22，年龄最小 45 岁、最大

75 岁，年龄平均值为（53.72±2.16）岁。纳入标准：

检查结果与糖尿病诊断结果一致；认知水平均达到常

https://cn.oajrc.org/�


孙硕                                                                针对性护理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情况的影响 

- 127 - 

规标准，意识清晰；患者、家属均在了解此次研究活

动后，在相关知情同意文件上签署了姓名。排除标准：

中途退出者；同时合并其他严重疾病者；意识模糊，

认知水平达不到常规标准者。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此

次研究活动，并予以审批。将各个患者基础资料输入

统计学系统，处理后 P 值>0.05，无显著差异，具有可

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采取常规模式、针对性护

理模式开展两组护理工作。 
（1）常规模式 
按照常规标准做好病房巡视工作，给予患者相应

的健康宣教与药物指导，发现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后及

时处理。 
（2）针对性护理模式 
①小组组建方面，结合医院科室实际情况创建相

应的针对性护理小组，强化小组成员日常学习培训工

作，确保各个护理人员均掌握糖尿病专科护理知识、

患者沟通技巧；实施责任制，明确不同护理人员具体

工作职责，确保各项护理工作有序进行。 
②对患者各项基础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对患者

进行全面、综合评估，结合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护理

方案。 
③健康宣教方面需要对患者疾病健康知识掌握程

度进行了解，并针对患者不足的地方强化健康宣教，

合理选择幻灯片与短视频播放讲解方式、图册与模型

讲解方式，确保不同患者均对疾病健康知识有全面了

解，丰富患者疾病知识。如果患者理解能力较差，需

要反复、详细对患者进行知识讲解，有必要还可以强

化家属健康宣教，让家属共同参与到护理中；如果患

者理解能力较强，鼓励患者自主翻阅相关资料。 
④心理状态方面，如果患者属于缺乏治疗信心出

现焦虑情况，应利用病案讲解方式告知患者坚持治疗

后可取得的成效，并将同时期病情控制较好患者作为

榜样对患者进行激励，帮助患者构建治疗信心；如果

患者属于自护能力水平较低导致不良情绪出现，护理

人员需要强化相关健康宣教，强化日常护理指导，不

断提升患者自护能力水平；如果患者属于缺乏沟通交

流出现抑郁情绪，护理人员应为患者提供病友之间交

流机会，或者增加与患者聊天频率，或者鼓励家属多陪

伴患者，给予患者相应社会支持，减轻患者不良情绪。 
⑤针对不同患者实际情况明确患者每日热量、脂

肪、糖分等摄入量，合理分配蔬菜、蛋白质、脂肪与

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占比，确保患者可以从食物中获取足

够的营养物质与热量，避免糖分、脂肪等摄入量过多。 
⑥将患者病情发展、机体状况作为基础，为患者

制定针对性运动锻炼方案，明确患者每日运动时间、

运动量，依照不同患者具体兴趣爱好合理选择运动方

式，如果患者日常活动范围较小，可鼓励患者进行体

操练习与太极拳练习，如果患者居住附近有公园，可

鼓励患者通过散步、快走等方式进行运动锻炼，要求

患者坚持循序渐进原则，一旦发现存在呼吸急促、或

者头晕等不良反应时，需要暂停运动，并注意休息，

避免运动过量。 
⑦在对患者开展药物指导时，可依照患者实际用

药情况，将具体用药信息张贴在药物放置位置，并对

患者进行用药提醒，确保患者可以按时、按量使用药

物，避免随意增减、停用药物情况出现。 
1.3 判断标准 
对护理效果数据信息进行观察与统计，包括各项

血糖指标，空腹血糖在3.9-6.1mmol/L之间为正常状态；

餐后 2h 血糖<7.8mmol/L 之间为正常状态；糖化血红蛋

白在 4%-6%之间为正常状态。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数据，使用 t 和χ±s 表

示计量资料，使用卡方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 为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①将两组接受不同护理前相关数据信息输入到统

计学系统中处理得出结果 P 值>0.05，无显著差异，见

表 1。 
②将两组接受不同护理后相关数据信息输入到统

计学系统中处理得出结果 P 值<0.05，差异显著，观察

组整体血糖指标数据信息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见

表 2。 
3 讨论 
从临床实际发展来看，针对糖尿病患者通常会采

取常规基础护理模式[3]，但是整体护理水平得不到有效

提升，不同患者具体护理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不能

有效帮助患者改善患者血糖指标[4]。受到我国医疗卫生

事业不断发展影响，针对性护理模式被逐渐运用到临

床护理中[5]。在该种护理模式下，能够按照不同患者实

际情况对患者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评估[6]，结合不同患者

具体评估结果为患者安排适宜的护理计划，从而确保

护理方案满足不同患者实际护理需求[7]，让健康宣教、

心理疏导、饮食指导、运动指导等更具针对性与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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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7]，从而减少多方面因素对患者血糖不良影响[8]，降 低血糖异常升高风险，对患者血糖控制产生积极影响[9]。 
表 1 两组护理前血糖指标比较（χ±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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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组 33 8.13±1.12 9.99±2.02 8.49±2.13 

对照组 35 8.10±1.15 10.01±2.03 8.50±2.15 

χ2/t  0.108 0.040 0.019 

P  0.913 0.967 0.984 

表 2 两组护理后各项血糖指标比较（χ±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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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组 33 5.44±0.19 7.76±0.87 5.37±0.41 

对照组 35 7.78±0.99 9.71±1.97 7.90±1.88 

χ2/t  13.342 5.224 7.560 

P  0.001 0.001 0.001 

 
结合文中研究结果，护理前两组各项血糖数据信

息无显著差异（P 值>0.05），将两组接受不同护理后

相关数据信息输入到统计学系统中处理得出结果 P 值

<0.05，差异显著，观察组整体血糖指标数据信息明显

比对照组更具优势。 
可见，针对性护理措施可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

产生积极影响，减少血糖指标异常波动变化，有助于

病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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