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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在糖尿病防治中的重要性

薛 红

甘肃省嘉峪关市酒钢医院 甘肃嘉峪关

【摘要】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饮食结构与生活习惯都发生较大变化。大多数人生

活、工作压力逐渐增大，休息时间与运动时间显著减少，很多人通过高脂肪、高糖的饮食来缓解压力，导

致了我国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糖尿病属于慢性疾病，目前并没有治愈的方式，主要通过药物控制与

日常生活管理来维持血糖水平的稳定。但是很多患者对糖尿的相关知识并不了解，长时间的用药也会使患

者产生疲乏感，所以治疗依从性与自我管理意识较差，导致了糖尿病的防治效果并不理想。提升患者自我

管理能力是对糖尿病的防治至关重要，能够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减轻家庭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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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ce of self-management in diabetes management

Hong Xue

Jiaguang Hospital, Jiayuguan City, Gansu Province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iving standard of Chinese residents, people's diet
structure and living habits have changed greatly. Most people's life and work pressure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their rest time and exercise time a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Many people relieve their pressure through high-fat and
high-sugar diet, which has led to the incidence rate of diabetes rising year by year in China. Diabetes is a chronic
disease, and there is no cure at present. It is mainly through drug control and daily life management to maintain a
stable blood sugar level. However, many patients do not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knowledge of diabetes, and
long-term medication will also make patients feel tired, so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self-management
awareness are poor, leading to the unsatisfactor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ffect of diabetes. Improving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patients is crucial to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abetes,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of disease and reduce family economic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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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与心脑血管、肿瘤并称为 3大主要慢性

疾病，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身体健康。近年来我国

糖尿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糖尿病防治工作成为社

会各界关注的重点。确诊为糖尿病后通常需要终身

治疗，目前糖尿病治疗主要是以综合疗法为主，现

阶段常用的治疗方式有饮食控制、运动调理、胰岛

素治疗等，而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是最终治疗效果

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非常重

要。但是大多数患者对糖尿病知识知之甚少，会出

现随意停药、频繁换药、忽略饮食、运动重要性、

血糖监测等误区，导致血糖指标反复，血糖控制无

法达到想要的效果。相关指南指出，提高糖尿病自

我管理能力是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重要途径，对提

高患者生存具体重要意义。本文就针对自我管理在

糖尿病防治中的重要性展开综述，具体如下。

1 自我管理概述

随着心理学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心理学相关研

究也逐渐深入，自我管理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点问

题，在心理学理论中，自我管理可有效推动个体健

康生活，促进终身发展，而慢性疾病患者自我管理

更为重要，提高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可有效预

防与治疗疾病，有助于延缓疾病进程，控制疾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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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学者提出，慢性病患者的自我管理可以从三

个方面出发，其一是用药与行为管理，如按时用药、

正确服药等；其二是角色管理，主要是指维持、改

变或创新角色，例如患者腰部疼痛患者则需要重新

选择运动方式，重新适应能帮助患者改善患者腰部

疼痛的运动；其三是情绪管理，慢性疾病患者非常

容易产生负面情绪，情绪管理则需要患者学习情绪

管理方式，合理处理疾病带来的各种不良情绪，以

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2 糖尿病自我管理内容

2.1行为管理

行为管理的内容较多，通常情况是患者在医务

人员的引导下制定合理的运动与饮食计划、按时用

药、定期血糖监测、定期复查与定期随访及足部护

理等。（1）合理饮食：糖尿病患者饮食控制是非常

重要的，是预防与治疗糖尿病的关键。经过合理、

科学的饮食干预与调整后，血糖指标可以维持在一

个较为平稳的状态，使并发症的发生率降低，有效

保证患者生活质量。在林霞[1]等人的糖尿病患者实

施饮食营养健康管理效果评价中指出，基于饮食营

养搭配实施的健康管理，可有效提高患者的自我管

理能力，从而减少胰岛素使用量，加快血糖达标时

间，提高生活质量，应用效果显著。 （2）运动管

理：有关数据统计表明，很多糖尿病患者体重过高，

而适量的运动可以帮助患者有效维持体重稳定，同

时提高肌肉组织对葡萄糖的吸收。在王明义[2]等人

的研究中提到，《“健康中国 2030”规化刚要》指出，

要促进全民运动的开展，强化体医融合与非医疗健

康干预，为进一步提高通过运动疗法和饮食缓解

T2DM，控制患者病情发展，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减轻医疗压力与经济负担。（3）用药管理：药物治

疗是患者控制血糖的关键，患者用药依从性较差则

不能保证治疗效果，甚至导致病情加重。在商量[3]

的加强医院糖尿病安全合理用药管理中提出，建立

安全合理用药管理体系之后患者的用药更加安全合

理，恢复情况更好。（4）足部护理：糖尿病足是糖

尿病并发症中较为严重的一种，做好糖尿病的足部

护理与检查工作有利于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缓解患

者痛苦。在周伟蓉等人的糖尿病高危足患者参与预

防糖尿病足的知识、态度及行为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中指出，需要根据糖尿病足高危患者的不同特征开

展针对性的糖尿病足预防知识宣教，通过提高患者

对疾病的认知，建立积极的态度，带动预防行为改

变，可有效降低糖尿病足的发生率[4-5]。（5）血糖

监测与定期随访：血糖指标的变化可以为患者或医

务人员提供参考，合理调整治疗方案、饮食及运动

计划，并且通过血糖水平的变化可以对患者起到一

定的警示与监督作用，有效维持血糖平稳。定期随

访可以增加医务人员对患者的了解，鼓励与引导患

者合理控制血糖，起到良好的监督与指导作用，有

效维持病情稳定，降低不良事件发生[6-7]。

2.2角色管理

在糖尿病患者中老人年由于时间较为充裕一般

情况可以适应糖尿病患者角色，而年轻人常常因为

工作、出差以及应酬等不能承担患者角色，导致对

治疗的依从性较低。这类患者需要加大健康教育的

管理力度使其尽快地适应患者角色，按照糖尿病患

者的生活方式进行生活，提高对治疗的依从性。

2.3情绪管理

糖尿病患者需要长期治疗，治疗过程中并发症

较多，大部分患者会产生焦虑、抑郁、烦躁等不良

情绪，导致患者治疗的依从性降低，所以在糖尿病

自我管理中情绪管理非常重要。医务人员在指导患

者进行自我管理时不仅要注重对患者情绪的调节，

还需要教会患者如何进行情绪管理，提高患者对治

疗的信心，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在李伟霞等

人的激励式心理护理对糖尿病肾病患者用药依从性

和预后的影响研究中指出良好的心理指导，可以缓

解患者负面情绪，提高自我管理意识，提升用药依

从性与生活质量。

3 糖尿病自我管理意义

3.1有效维持患者血糖指标

自我管理通过行为、角色、情绪三个方面入手，

帮助患者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疾病，能够有效增强

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控制疾病进程，帮助患者养

成良好的用药习惯与生活习惯，有利于患者维持血

糖指标的平稳。在朱晓丽等人的研究糖尿病患者自

我管理现状及教育管理模式展望中指出，对糖尿病

患者实施良好的自我管理，有助于维持血糖稳定，

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3.2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自我管理通过改变患者生活方式，如制定合理

的饮食计划、参与适量的运动、定期的血糖监测等，

帮助患者控制血糖反复，帮助患者提高治疗效果。

而且自我管理教会了患者如何正确应对疾病所带来

的负面情绪，使其保持积极的治疗心态，减轻糖尿

病患者治疗的压力，有助于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改

善患者预后。在郭晓旭 2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水

平与生活质量相关性分析研究中指出，T2DM 患者

自我管理水平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自我



薛红 自我管理在糖尿病防治中的重要性

- 198 -

管理水平较差是患者生活质量下降的风险因子，证

明了提高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水平对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有积极意义。

3.3缓解医疗压力

自我管理水平较高的患者在面临多项选择时，

能够快速做出最佳决策，从而降低了医疗费用与保

健费用。很多糖尿病患者会由于并发症与血糖反复

而多次入院，不仅增加家庭经济压力，医院也需要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如果

患者自我管理水平较高，那么在生活中患者有效维

持血糖水平及良好的身体状态，不仅减轻家庭的经

济压力，还有效缓解医疗压力。

4 我国糖尿病自我管理进展

近年来，我国的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研究逐渐

深入，但是由于起步较晚，糖尿病自我管理理念方

面还未完善。最初，我国对糖尿病患者实施健康宣

教主要通过被动知识教育、播放视频、音频等方式

进行。随着国际交流的加深，不断借鉴国外经验，

并不断创新，开创了更多符合我国国情的自我管理

模式。如同伴支持教育管理模式、个案自我管理模

式等自我管理干预方式被推广与应用。高圆圆等人

的同伴支持教育联合全科团队管理模式对社区 2 型

糖尿病患者知信行水平的影响研究中，将 10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使用随机数字表发分为干预组与常规

组，干预组实施同伴支持教育联合全科团队管理模

式进行管理，干预后干预组糖尿病相关知识得分显

著高于对照组，通过此项研究可以证明同伴支持教

育联合全科团队管理模式有利于提高 2 型糖尿病患

者对糖尿病相关知识的了解，促进自我管理行为的

改变。在高燕等人的全病程个案管理模式在糖尿病

患者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中，将 100例 2 型糖尿病患

者根据入院顺序编号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

采用常规管理，观察组实施全病程个案管理模式，

干预 6 个月后，观察组辨识、个人可控性、综合理

解及情绪得分均优于对照组，饮食控制、锻炼、血

糖监测、足部护理及异常血糖处理得分均高于对照

组，血糖指标变化情况均优于对照组，充分说明了

全病程个案管理模式对提升糖尿病患者疾病知识、

自我管理能力、生存质量、血糖代谢方面有着重要

意义。这两种自我管理模式都能够取得不错效果，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同伴支持健康教育模

式在我国以小组教育或单独教育的方式为主，开展

方式较为单一，据报道，国外此模式已经被广泛应

用，而且借助现代化手段，如电话干预、网络干预

等，干预方式呈现多样化、便捷化，其效果更加显

著。但是，近年来，我国糖尿病自我管理干预方式

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后期也会对这些管理模式进行

完善与补充，使其更符合时代发展需要[8]。

5 小结

糖尿病患者早期进行良好的自我管理有利于后

期血糖控制非常有利，有效的自我管理方式能够改

善患者血糖情况，延缓病情发展，帮助患者树立积

极的治疗心态，使其正确面对疾病，提高突发问题

的处理能力，改善治疗依从性较差的问题，缓解社

会压力与家庭经济压力。但是我国自我管理模式还

在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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