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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化管理模式在糖尿病高危足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梅 丹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内二科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主要分析了系统化管理模式在糖尿病高危足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到医院就

诊的糖尿病高危足的患者，一共抽取糖尿病高危足患者 88 例，接收的时间为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

分组形式为随机数字表法，分组数量为两组，命名为对照组和观察组，通过针对分组后的病人采用不同的护理方

法（对照组 44 例为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 44 例为系统化管理模式）。对相关指标进行分析。结果 各组之间的

生活质量、满意度差异明显（P<0.05）。结论 通过对 DF 高危病人进行系统管理，提高病人的护理满意度，提高

病人的自我管理能力，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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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ystematic management model in clinical nursing of 
diabetic high-risk foot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8 patients with high-risk diabetic foot were selected from hospitals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3.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named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ere adopted for the patients after grouping (44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routine nursing, 44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ystematic management). The relevant 
indicators are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if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among all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rough systematic management of DF high risk patients, it can improv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improve patients' self-management ability and improve patients' lif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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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主要病理特征的代谢疾病，

而高血糖可导致多种慢性并发症，尤其是糖尿病足，其

病程持续、进展迅速，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糖尿病足是

糖尿病病人多脏器损害的一个显著特征，病情持续恶

化将大大提高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许多研究证

实了糖尿病足的发生[1-2]。DF 是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

的主要病因，全世界因 DF 所致的肢体功能障碍比正

常人群高出好几倍。DF 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

病，目前尚无有效的防治手段。现在，在临床上，糖尿

病的护理是比较普遍和普遍的，但是对 DF 病人的护

理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研究旨在探讨对 DF 高危

患者实施系统化管理模式干预的效果和价值，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实验时间跨度为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实

验对象是笔者所在科室接收的 88例接受护理的糖尿病

高危足患者，分组数量为两组，命名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通过针对分组后的病人采用不同的护理方法（对照组

与观察组均各有 44 例）。各组基本数据开展综合性分

析与比对，无差异，P＞0.05。这些患有糖尿病高危足

的患者中，通过对其年龄进行分析，平均值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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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1±4.36）岁。 
入选标准：①有完整的临床数据；②患者的认知和

交流功能正常；③有高血糖史，并有“足畸形，足溃疡，

坏疽”的典型临床表现；④体检显示外周神经和周围血

管的异常；⑤细菌培养阳性；⑥影像学检查发现足底骨

有明显的骨质破坏；⑦通过血管超声对足部的血管病

变进行诊断。 
排除标准：①伴有其他脏器恶性肿瘤的患者；②有

严重的心、肝、肾损害；③患有重症急性感染者；④有

呼吸衰竭者；⑤有精神病者；⑥生命体征不稳者。⑦患

有其他传染病的；⑧有严重并发症的；⑨ 血液动力不

稳的；⑩患有严重肺心病的患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动态监控病人的血糖，

并针对病人的具体情况，对病人进行健康教育，包括糖

尿病足的严重性、危险因素的评价、临床症状和副作用

等；对病人进行日常的护理和预防教育；给予心理辅导、

营养干预及膳食指导；在病人出院后，对病人实施出院

指导，并定期进行电话回访，督促病人定期复查。 
1.2.2 观察组：系统化管理模式： 
①有针对性的卫生宣教。在病人入院后，由主治医

师、护士长、营养师、药剂师和责任护士共同制定有针

对性的健康教育计划；按照病人的具体病情，以及与健

康教育时间表相关的日常行为，定时给病人进行教育，

每 15 分钟一次，在治疗完毕后回答病人的问题，以此

来了解病人对健康教育的认识，这样才能适时地调整

教育内容。 
②对学生自主行为的干预。责任护理耐心地给病

人解释自己的日常护理，院外的自我护理是如何让病

情平稳，控制血糖的重要作用。在给病人介绍了自己的

护理知识后，通过自己的示范让病人学会洗脚、修脚、

足部按摩、鞋袜等日常的自我护理，建议病人每日使用

温水泡脚水温敷 40 min 时间约 10 min 叮嘱患者对足部

皮肤异常需及时上报并予以对症处理；将病患可能产

生的副作用及处理方法告诉病人，提高病人的安全性，

防止病人由于自己照顾不好而导致脚部感染。 
③连续性护理。在病人出院之前，再一次对病人进

行全面的病情和护理行为的评价，并根据病人的自我

照顾的弱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根据评价的结果，

制定病人的出院足部监测、血糖监测和病情护理计划。

在病人出院 1~2 天后，由护士进行第一次电话回访，

帮助病人建立院内、外的护理行为，并在病人的护理过

程中，对病人的不良行为进行纠正，并给予相应的护理

指引，然后再通过电话回访病人，一周一次，让他们对

病人的病情进展和自我管理行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并做好相应的记录。另外，护士可以设立微信、QQ 群，

与病人进行实时的联系，方便病人与病人进行沟通，让

病人在团体中有一种安全感，增加病人对医生的信任。

护士还可以通过社交软件，定期给病人发一些科学的

知识，让病人更好地了解出院后的自我护理方式。 
1.3 观察指标 
1.3.1.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调查采用的是评分表，其中包括了糖尿

病高危足患者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以此来对他们的生

活质量进行评价，得分范围为 0-100，得分与糖尿病高

危足患者的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1.3.2 满意度 
本院制作了满意度分析表（非常满意，满意，不满

意），由患者自愿按照他们自己对护理的满意程度来填

写，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总数*%。 
1.4 统计学方式 
数据使用 SPSS20.0 系统处理，所得到的两组糖尿

病高危足患者的数据行 t 检验，以 x ±s 表示计量，计

数资料行 χ2检验，以%表示。P＜0.05 时说明数据对比

存在差异。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对比，见表 1 
2.2 满意度对比，见表 2 

表 1  生活质量评分调查（n=44， x ±s，分） 

组别 物质生活 躯体功能 社会职能 心理功能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72.65±3.41 90.52±2.57 70.89±3.65 92.14±3.03 70.55±3.26 90.74±2.57 70.63±2.65 90.55±2.03 

对照组 72.69±3.54 80.46±2.18 70.65±2.52 86.45±2.53 70.56±2.58 86.96±2.18 70.54±3.52 84.76±2.53 

t 值 0.0540 19.8010 0.3589 9.5616 0.0160 7.4401 0.1355 11.8402 

P 值 0.9571 0.0000 0.7205 0.0000 0.9873 0.0000 0.8925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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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满意度分析（%）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4 26（59.09） 18（40.91） 0（0.00） 44（100.00） 

对照组 44 27（61.36） 11（25.00） 6（13.64） 38（86.36） 

χ2     6.4390 

P     0.0112 

 
3 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由青壮年至老年人高发的疾病，其

发病率逐年升高，并且有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在病程

中更容易发生并发症，其影响范围更广，包括心脑血管、

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等[3-4]。糖尿病足是一种常见的糖

尿病并发症，其临床表现为足部肌肉萎缩、末梢神经迟

钝、疼痛、皮肤皲裂、间歇性跛行等，如果不能得到有

效的治疗，就会导致局部溃疡、坏死、关节损伤等症状，

从而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质量。 
与传统护理中的健康教育相比，系统管理模式以

一对一的方式为病人提供健康教育，以病人为核心，它

的健康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更加的个性化，而且有很

强的针对性，让病人能够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得到更多

关于自己疾病的知识和服务，这也是一种系统化管理

模式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在系统管理模式下进行的自

我管理干预，可以增强病人对疾病的了解，注重疾病的

发展和控制，增强病人对医生和护士的工作的信任，然

后根据医生的指示来进行治疗，使自己的自我管理行

为得到更好的执行[5-6]。而持续性护理可以为病人在院

外提供更贴心、更全面的护理干预，对病人的护理行为

进行监控，有利于病人的不良行为得到及时的纠正，让

病人养成良好的临床治疗和护理方法，并根据医生的

指示来约束自己的生活和用药习惯，从而保证临床治

疗的有效性。另外，世卫组织曾经说过，自我照顾是临

床治疗和护理工作的一种发展方向，提高病人的学习

和发展能力，提高病人对自己健康和预后的关注，让病

人从被管理到自我管理。在系统管理模式的干预中，注

重提高病人的自我管理能力，从而使病人在护理工作

中最大限度地按照医生的指示来完成自己的治疗。 
总之，对糖尿病足高危人群进行系统的管理，能够

提高病人的自我管理和依从性，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和血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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