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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健康教育模式在糖尿病护理管理中的作用 

陈 娟 

贵州省骨科医院关节科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分析在糖尿病护理管理中采用全程健康教育模式的具体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度我院

收治的 60 例糖尿病患者，按照常规教育方法和全程健康教育模式将其随机分组，作为对照组和观察组的研

究对象，每组患者人数保持一致。利用观察对比的方法，研究糖尿病患者采用常规教育方法和全程健康教育

模式之间的效果差异。结果 采用全程健康教育模式的观察组患者在护理后的 FPG、健康知识掌握优良率、

护理有效率及满意度，均明显优于采用常规教育方法的对照组患者，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
糖尿病患者采用全程健康教育模式，可以使患者的血糖水平及相关认知能力均得到较好的改善，让患者的临

床护理质量及满意度也明显提高，其护理效果显著优于常规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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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effects of using the whole-course health education model in 
diabetes care management. Methods: The 60 diabetic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in 2020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al education method and the whole-course health education model,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remained the same. Use the method of observation and comparison to study the effec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ventional education method and the whole-course health education model for diabetic patient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o adopted the whole-course health education model had significantly better FPG, health 
knowledge mastery and good rate, nursing effectiveness, and satisfaction after nursing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ho adopted the conventional education method,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Adopting a full-course health education model for diabetic patients can improve the patient's blood sugar level and 
related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nical car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The 
nursing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nventional educ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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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糖尿病一直是威胁我国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常

见病症，该种疾病具有病程时间长和致残率高的特

点，极容易导致各类并发症问题的出现，使患者的

日常生活受到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全程健康教育

模式是基于患者的文化接受水平和病症特点，从生

活、用药、运动和情绪等方面为患者提供相关的知

识宣教，以此提升患者对自身病症的认知能力，确

保各项临床护理措施的顺利开展，令患者的身心状

态得到较好的改善。本文详细分析了在糖尿病护理

管理中采用全程健康教育模式的具体效果，具体内

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抽出 2020年度收治的 60例糖尿病患者，

依据临床护理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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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组别，每组的患者人数均为 30 例。对照组和观

察组的男女比例均为 16:14。对照组患者的年龄为≥

41 岁和≤75 岁，平均年龄为（59.4±1.1）岁。患者

的病程时间为≥3 年和≤10 年，平均病程时间为（6.5
±1.2）年。观察组患者的年龄为≥40 岁和≤74 岁，

平均年龄为（59.7±1.2）岁。患者的病程时间为≥4
年和≤10 年，平均病程时间为（6.1±1.5）年。两

组糖尿病患者的一般资料，均无任何明显差异（P
＞0.05），符合对比研究的标准。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教育方法，主要是根据患

者的病症程度给予相应的用药指导，并结合患者的

疑难问题予以解答。 
观察组患者采用全程健康教育模式：①当糖尿

病患者进入医院后，医护人员应积极主动地与患者

进行沟通交流，详细搜集并记录患者的基本信息、

内心需求及情绪状态，以此为依据综合评估患者的

身心状况，为接下来的健康教育工作奠定坚实的基

础。同时带领患者参观院内环境、告知其规章制度、

病症相关知识及科室内部人员情况，从而消除患者

对陌生环境和医护人员的恐惧感，提高患者的护理

依从性，令患者的相关认知水平及满意度均得到较

为明显的改善[1-4]。②医护人员根据糖尿病患者的病

症特点，结合患者的口味偏好，为其制定个性化的

饮食方案。以此严格控制患者在蛋白质、碳水化合

物和脂肪方面的摄入情况，减少含糖制品、食盐及

酒类的摄入量，使糖尿病患者的身体状况尽快改善，

令患者的相关认知水平也得以提高。③医护人员根

据糖尿病患者的身体耐受度及病症特点，按照循序

渐进的锻炼原则，指导患者完成适量的有氧运动，

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心肺功能和血糖血脂水平，促

进患者的病症问题尽快好转[5-10]。医护人员在开展活

动训练前，应将运动锻炼对病症康复的好处、活动

方法及注意事项，全面告知给患者。使患者的护理

依从性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确保活动锻炼效果的稳

定可靠，令患者的身体状况逐渐改善。而糖尿病患

者的锻炼时间应尽量为进餐半小时后开始，每次锻

炼 25min 左右，每周锻炼 3 次即可。除此之外，糖

尿病患者在运动锻炼时应尽量穿着宽松衣物，并携

带饼干和糖果等食物，防止因活动过后出现低血糖

的情况，确保糖尿病患者顺利安全出院[11-14]。④医

护人员指导糖尿病患者服药前，应将按时服药对康

复治疗的重要性告知给患者，使患者能够遵循医嘱

完成用药，避免因擅自停药而影响整体治疗效果。

医护人员在指导患者用药过程中，应将药物的使用

方法、服用剂量、用药时间、服药后可能出现的不

良反应及处理方法，全部讲解给患者，从而防止各

类意外事件的发生，确保患者护理治疗效果的稳定

可靠，促进糖尿病患者顺利安全出院。⑤糖尿病患

者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治疗过程，在此期间患者极

容易出现焦虑、抑郁、恐惧或抑郁等不良情绪，导

致病症情况的进一步恶化，令患者的身心状态均显

著下降。面对该种情况，医护人员应加强与患者的

沟通力度，及时发现并缓解患者的内心困惑与不良

情绪，使患者的情绪状态和血糖水平逐渐趋于稳定，

令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提高[4]。⑥当糖尿病患者

出院后，医护人员应通过定期电话随访的方式，及

时了解患者的血糖水平、用药情况、日常饮食和运

动情况。并以此为依据提供相应的科学指导，解答

患者的内心困惑与疑难顾虑，促进糖尿病患者的身

心状态不断改善。 
1.3 观察指标 
研究糖尿病患者采用常规教育方法和全程健康

教育模式之间的效果差异，以 FPG、健康知识掌握优

良率、护理有效率及满意度作为主要指标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处理 
在本次实验研究过程中，使用 SPSS20.0 软件，

对 60 例糖尿病患者的各项数据进行专业化的分析。

并采用（%）和（ x±s）对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予

以标识，经过 X2 和 t/X2全面检验后，以（P＜0.05）
标识数据之间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 FPG，明显低于对照

组患者护理后的 FPG，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如表 1。 
2.2  观察组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优良率为

96.67％（29/30），护理有效率为 96.67％（29/30），

护理满意度为 93.33％（28/30）。而对照组患者的

健康知识掌握优良率为 83.33％（25/30），护理有

效率为 80.00％（24/30），护理满意度为 80.00％
（24/30）。两组数据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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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0 例糖尿病患者护理前后的血糖变化情况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FPG 护理后 FPG 

观察组 30 9.12±1.12 6.12±1.11 

对照组 30 9.13±1.09 7.15±1.25 

t/X2  0.109 1.235 

P 值  ＞0.05 ＜0.05 

表 2 60 例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优良率、护理有效率及满意度（%） 

组别 例数 健康知识掌握优良率 护理有效率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30 29（96.67％） 29（96.67％） 28（93.33％） 

对照组 30 25（83.33％） 24（80.00％） 24（80.00％） 

X2  13.259 16.523 13.457 

P 值  ＜0.05 ＜0.05 ＜0.05 

 
3 讨论 
综上所述，将全程健康教育模式应用于糖尿病

患者的护理工作中，主要是根据患者的病症程度、

疾病特点、认知水平、情绪状态、饮食习惯及身体

耐受度，通过综合评估、饮食干预、运动指导、健

康宣教、解答问题、延续护理、并发症预防、用药

指导和心理疏导等措施，使患者的相关认知水平和

护理有效率均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让患者的血糖

水平逐渐趋于平稳，令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也

大大提高。为糖尿病患者的早日出院，发挥出有利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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