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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临床护理路径应用于糖尿病临床护理中的效果分析 

熊晓琴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  重庆 

【摘要】目的 实验将针对糖尿病患者开展健康教育临床路径护理措施，提升临床护理疗效。方法 202
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期间，我院收治了 4000 例糖尿病患者为对象，分组以盲抽的方式选择患者，健康教育

临床路径护理措施（观察组），常规护理（对照组）。对比治疗成果。结果 从数据可见，在护理干预后，

两组患者的血糖水平均有所下降，且观察组在 FBG 及 2hPBG 指标上均低于对照组，对比差异大（P<0.05）。

干预后自我管理行为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且观察组患者在六大自我行为上的得分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对比

差异大（P<0.05）。观察组干预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各项指标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大（P<0.05）；观察组

干预后健康知识认知水平及依从性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大（P<0.05）。结论 采用健康教育临床路

径护理措施对于糖尿病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显著，帮助患者认识疾病，提升用药、用餐等方面的依从性，

积极的控制血糖，并取得了不错成果，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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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clinical nursing path applied to diabetes clinical nursing 

Xiaoqin Xiong 

People's Hospital of Jiulongpo District, Chongqing 

【Abstract】Objective The experiment will carry out health education clinical pathway nursing measures for 
diabetic patients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4000 diabetic 
patients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and they were trea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experiment. The patients were 
selected by blind sampling, health education and clinical path nursing measures (observation group), usual care 
(control group). Compare treatment outcomes. Result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data that after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blood glucose level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decreased, and the FBG and 2hPBG index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big difference (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self-management behaviors were improved to varying degrees, and the scores of the six major 
self-behavio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big difference (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large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clinical 
pathway nursing measure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habilitation and treatment of diabetic patients, helping 
patients to recognize the disease, 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medication and meals, and actively control blood 
sugar,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which can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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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全球大约 2.85 亿受

到了糖尿病的影响，糖尿病的发病率呈现年轻化趋

势[1]。糖尿病是导致中风、肾衰竭、截肢、眼盲的

关键因素，给患者自身、家庭、社会带来了很大的

经济负担[2]。临床上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在早期未

出现明显症状，通常在健康体检中发现的，大部分

患者对糖尿病的知晓率较低，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管

理能力较差，从而引起多种并发症。因此被糖尿病

患者采取健康教育尤为重要，可以有效提高患者对

糖尿病的正确认知，使患者严格进行自我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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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控制血糖。鉴于此，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

期间，我院收治了 4000 例糖尿病患者为对象，结果

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期间，我院收治了 4000

例糖尿病患者，将其当做本次实验的对象，分组以

盲抽的方式选择患者。其中观察组男性 1109 例，年

龄区间保持在 41 到 76 岁，均值（61.63±4.72）岁；

女性 891 例，年龄区间保持在 42 到 76 岁，均值

（59.51±4.93）岁。对照组男性 1017 例，年龄区间

保持在 42 到 76 岁，均值（60.71±4.23）岁；女性

983 例，年龄区间保持在 42 到 76 岁，均值

（59.09±4.55）岁。患者体征、病程无对比差异，达

到研究标准，P＞0.05，无统计学意义。经过医学伦

理委员会批准后开展。 
1.2 实验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护理，采取口头宣教的方式，指

导患者遵医嘱用药，出现不良反应或血糖效果欠佳

时，需及时入院就诊，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告

知患者合理的饮食及生活方式，有异常情况及时就

医，获得专业的指导。 
观察组为健康教育临床路径护理措施，健康教

育小组成员由临床经验丰富，理论专业知识结构强

的医生与护理人员组成，将患者的病情状况等基本

信息记录到健康管理档案中，并同时，在临床路径

的护理应用中，针对糖尿病的病情产生特点以及高

血糖的控制做出专业讲解，由医生与护理人员共同

对患者展开相应的健康教育指导。组织患者积极参

加健康教育活动，由主治医生讲解糖尿病的发病机

制、并发症、临床症状等知识，可以通过为患者播

放相关视频，1 对 1 指导等多种形式进行传播健康

教育知识，及时解答患者的疑虑，使其可以对自身

的疾病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在与患者沟通期间，了

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真实想法，帮助患者宣泄不良

情绪，并且以相对积极的态度配合治疗。在记录患

者日常血糖血脂等指标之后，可按照医嘱指导患者

用药，并强调医嘱用药的重要性。接着，则为患者

制定个性化饮食指导，患者开展自我血糖监测，密

切观测血糖的变化，如果出现明显的异常情况，应

该及时地联系医师，及时调整药物。在疾病讲解中，

要重视饮食管控的重要性，据患者的病情状况，科

学地安排三餐，告知患者应该严格控制容易导致血

糖上升的食物。最后，对患者的日常运动情况进行

全面地了解，根据患者的病情状况、耐受力合理的

制定的运动计划，例如：走路、游泳、骑自行车、

打太极、爬山等，鼓励患者坚持进行运动锻炼，但

是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运动量，不可过于劳

累，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增加运动量。 
1.3 评价标准 
血糖水平的检测，对比常规血糖指标，即对空

腹血糖（BPG）及餐后 2h 血糖（2hPBG）水平监测。 
自我管理行为，采用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

（SDSCA）评估，分别就患者在饮食、运动、血糖

监测以及足部护理、生活习惯、用药几个方面的管

理行为进行评估。评分方法：优：评分高于 23 分，

良：评分 17-23 分，一般：评分<17 分，分数与指标

成正比。 
生活质量，以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特异性量表

（DSQL）评估，从四大维度进行评估，分别为心理、

生理以及社会关系、治疗。每个维度评分在 1-5 分，

满分为 135，以分数高者，生活质量更好。 
健康知识认知水平及依从性，通过问卷星平台，

以自制问卷对患者的疾病认知度进行调研，结果为百

分制，且成正比；自制问卷，对患者糖尿病诊疗依从

性进行评估，评估维度包括饮食、用药、血糖监测及

运动等，总评分 100 分，分数与依从性成正比。 
1.4 统计学方法 
在数据的录入上应当由两人进行数据整理及核

对。采取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 SPSS21.0 进行数

据处理，患者的信息确认无误后，数值变量、无序

分类资料以（ sx ± ）、%表示，χ2 检验和 t 检验；

组间对比以 P=0.05 为界值，P＜0.05 则表示差异具

备统计学含义。 
2 结果 
在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血糖水平均有所下

降，且观察组在 FBG 及 2hPBG 指标上分别为（7.0
±0.8）mmol 和（8.4±1.5）mmol，均低于对照组的

（7.9±0.6）mmol 和（9.5±1.3）mmol，组间对比

差异显著（P<0.05）。 
干预后自我管理行为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且观

察组患者在六大自我行为上的得分水平均高于对照

组，具体为饮食、运动、血糖监测、足部护理、生

活习惯、用药，观察组评分为（5.3±1.6）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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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分、（3.0±0.8）分、（2.0±0.7）分、（5.8
±1.6）分、（2.6±1.0）分，对照组则为（4.3±1.3）
分、（4.1±1.5）分、（2.3±0.5）分、（1.4±0.8）
分、（5.0±1.3）分、（2.0±0.8）分，组间对比差

异显著（P<0.05）。 
干预后生活质量评分有不同程度提升，在心理

状态、生理状态、社会关系和治疗结果上观察组分

别为（20.0±4.1）分、（11.0±2.3）分、（5.8±1.
0）分和（4.3±1.0）分，对照组则为（25.3±3.7）
分、（13.6±1.8）分、（6.4±0.8）分和（4.8±0.7）
分，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0.05）。 

观察组疾病健康知识认知获取情况得分为（87.
6±5.7）分，对照组则为（76.6±5.0）分，同时对

比治疗依从性，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分别为（91.1
±4.6）分和（82.0±4.2）分，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
<0.05）。 

3 讨论 
糖尿病目前已经被纳入国家慢性病管理中，说

明其发生及发展引起了临床的极大重视，对患者的

身心健康及家庭负担都有一定的影响高[3]。疾病发

生及进展过程中，采取规范的诊疗十分重要，而患

者的主动参与也是关键。大部分糖尿病患者对疾病

发病知识、不良影响以及疾病治疗中的饮食、生活

习惯控制方法，血糖监测方法及用药等知识了解不

够深入，导致其控制糖尿病的依从性欠佳。患者不

规范饮食及不当生活习惯、不规范用药等对糖尿病

控制效果有负面影响，还会导致病情进展，引发多

种器官、系统并发症。 
目前，通过有效饮食控制、生活习惯指导，以

及规范用药治疗，利于控制血糖水平。但患者的依

从性有很大的差别，因此需要通过规范、专业的护

理干预，对患者不良认知进行纠正，并做好患者思

想动员工作，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及疾病治疗的

积极性。帮助患者了解更多的糖尿病控制方法，告

知患者如何通过提升自我管理能力达到血糖控制的

目的，提升患者对血糖控制的重视度。从研究结果

也能够看到，通过健康教育临床路径护理措施，糖

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自我管理能力、生活质量、

依从性、健康知识水平认知等水平均高于采取对照

组干预，也充分证实了健康教育临床路径的有效性。 
有学者提出[4]，对于糖尿病患者采取长期、规

范的健康教育，能够严格进行自我管理，有助于提

高糖尿病患者科学饮食、运动锻炼的依从性，患者

的血糖水平控制平稳，由此提示，通过采取健康教

育，有助于提高糖尿病患者的遵医行为。另有学者

提出[5]，对于糖尿病患者实施健康教育，在两年后

进行随访发现，患者的不良行为有了明显的改善，

患者的血糖水平得到了良好的控制。在应用健康教

育临床路径护理措施下管控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

稳定血糖水平。 
综上所述，采用健康教育临床路径护理措施对

于糖尿病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显著，帮助患者认识

疾病，提升用药、用餐等方面的依从性，积极的控

制血糖水平，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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