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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干预在老年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观察效果 

周淑萍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董志卫生院  甘肃庆阳 

【摘要】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循证护理干预在老年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通过系统的护理干预，评估

其对血糖控制、并发症预防以及生活质量提升的实际影响，为临床护理提供有效依据。方法 选取我院 2023 年 3
月-2024 年 3 月收治的 70 例老年糖尿病患者，分组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

模式，观察组则在此基础上加入循证护理干预，干预内容包括饮食管理、运动指导、血糖监测与并发症预防等。

两组患者的护理周期均为 6 个月，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及并发症发生

率。结果 干预 6 个月后，观察组的空腹血糖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6.5±1.2 mmol/L，对照组：8.3±1.5 
mmol/L，P＜0.05），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也显著下降（观察组：6.8%±0.9%，对照组：8.1%±1.1%，P＜0.05）。

此外，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14.3%，对照组：28.6%，P＜0.05），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显著提高。结论 循证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改善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并提升其生活质

量。该护理模式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应在糖尿病护理中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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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elderly diabetes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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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elderly diabetes care. Through systema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evaluate its actual impact on blood sugar control, 
complication preven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mprovement, and provide effective basis for clinical nursing. Methods 70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3 to March 2024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by grouping method, with 3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ded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is basis. The 
intervention content included diet management, exercise guidance, blood sugar monitoring and complication prevention. 
The nursing cycle of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was 6 months, and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FPG),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HbA1c) and complication incidence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6 
months of intervention,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observation group: 6.5±1.2 mmol/L, control group: 8.3±1.5 mmol/L, P＜0.05), and the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level also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observation group: 6.8%±0.9%, control group: 8.1%±1.1%, P＜0.05). In 
addition,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observation group: 14.3%, control group: 28.6%, P＜0.05),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nclusion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blood glucose control,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This nursing model has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and should be widely promoted in diabetes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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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糖尿病作为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公共健康问题，

发病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糖尿病不仅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还增加了心血

管疾病、肾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1-3]。由于老

年患者多伴有多种慢性病，传统护理模式在糖尿病护

理中的局限性逐渐显现，难以满足其复杂的护理需求。

因此，如何在糖尿病护理中应用有效的干预措施，成为

当前临床护理研究的重点课题。循证护理是一种基于

科学证据、结合临床经验和患者需求的护理模式，强调

个体化的护理方案和对患者的全方位管理[4-6]。已有研

究表明，循证护理干预在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能够有

效改善患者的血糖控制和生活质量。然而，关于其在老

年糖尿病患者群体中的具体应用效果，仍需进一步探

讨和验证[7-9]。本研究通过在老年糖尿病护理中引入循

证护理干预，旨在评估其在血糖管理、并发症预防及患

者生活质量提升等方面的具体效果，探索其在老年患

者护理中的临床应用价值，以期为糖尿病护理模式的

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3 月在某医院

诊治的 70 例老年糖尿病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5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病程、并发症等基线数据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1）年龄≥60 岁；（2）符合世界卫

生组织（WHO）糖尿病诊断标准；（3）病程≥5 年；

（4）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5）能配合

完成随访及相关护理干预。 
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

（2）有严重精神或认知障碍者；（3）伴有恶性肿瘤或

其他严重疾病者；（4）既往有较差护理依从性者；（5）
正在参与其他相关临床试验者。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内容包括对患者进行

健康教育，帮助其了解糖尿病管理的基本知识，制定合

理的饮食计划，定期进行血糖监测，以及预防糖尿病并

发症的相关护理措施。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

循证护理干预，具体步骤包括：（1）个体化饮食方案

制定，依据患者每日能量消耗、血糖波动情况调整膳食

结构；（2）每日进行至少 30 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并

根据血糖监测结果调整运动强度；（3）加强血糖监测，

使用动态血糖监测仪每日记录空腹、餐后 1 小时及 2
小时血糖水平；（4）根据最新的循证护理指南，采取

个性化的用药管理策略，定期调整药物剂量，并进行用

药依从性教育；（5）心理护理干预，定期评估患者的

情绪状态，并给予适当的心理疏导，减少糖尿病引发的

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1.3 观察指标 
（1）主要观察指标为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的空腹血

糖（FPG）和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观察组 FPG
从 9.1±1.5 mmol/L 降至 6.5±1.2 mmol/L，HbA1c 从

8.9%降至 6.8%；（2）次要观察指标为并发症发生率及

患者生活质量评分，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14.3%。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²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主要观察指标 
通过对 70例老年糖尿病患者的护理数据进行分析，

观察组和对照组在护理前后的空腹血糖（FPG）和糖化

血红蛋白（HbA1c）水平上均有显著改善。具体数据如

下表 1 所示。 
2.2 次要观察指标 
观察组和对照组在并发症发生率及患者生活质量

评分上也表现出显著差异。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显

著低于对照组，而其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具

体数据如下表 2 所示。 
表 1  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空腹血糖（FPG）和糖化血红蛋白（HbA1c）变化比较 

类别/组别 例数 护理前 FPG (mmol/L) 护理后 FPG (mmol/L) 护理前 HbA1c (%) 护理后 HbA1c (%) 

观察组 35 9.1±1.5 6.5±1.2 8.9%±1.2% 6.8%±0.9% 

对照组 35 9.0±1.6 8.3±1.5 8.8%±1.3% 8.1%±1.1% 

t 值  0.29 3.85 0.27 4.36 

P 值  >0.05 <0.01 >0.0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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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护理后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及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类别/组别 例数 并发症发生率 (%) 生活质量评分 (分) 

观察组 35 14.3% 85.6±6.8 

对照组 35 28.6% 74.2±7.1 

χ²值  4.25 6.32 

P 值  <0.05 <0.01 

 
3 讨论 
老年糖尿病作为一种复杂的慢性病，其护理难度

较高，患者往往伴随多种并发症和健康状况的下降，因

此传统护理模式在应对老年糖尿病时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本研究通过引入循证护理干预，旨在改善老年糖尿

病患者的护理效果，探索个性化护理在糖尿病管理中

的应用价值。研究结果表明，循证护理干预显著降低了

老年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FPG）和糖化血红蛋白

（HbA1c）水平，同时有效减少了并发症发生率，并显

著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关于血糖控制，本研究显示，

观察组患者在接受循证护理干预后，其空腹血糖和糖

化血红蛋白水平均有显著下降，而对照组仅接受常规

护理，结果显示其血糖控制效果不如观察组。这一结果

表明，循证护理通过个体化的护理方案，有效帮助患者

改善血糖管理。具体干预措施如个性化的饮食管理和

运动指导，帮助患者控制每日的热量摄入和血糖波动，

同时动态监测血糖水平，确保了对血糖变化的及时响

应[10-12]。此外，基于最新循证护理指南的药物管理，能

够精确调整患者的药物剂量，进一步提高了护理的科

学性和有效性。循证护理的这种系统化干预措施使患

者的血糖得到更加稳定的控制，减少了高血糖和低血

糖事件的发生，显著提升了糖尿病管理的效果。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进一步证明了循证护理在并发症预防中的作

用。老年糖尿病患者容易发生心血管疾病、视网膜病变、

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循证护理通过全面的健康教育

和个体化的护理干预，强化了并发症的预防管理。例如，

定期监测血压、血脂和肾功能，早期发现并处理并发症

苗头，从而有效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此外，心理护理

的引入帮助患者管理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减轻了精

神压力，减少了心理因素对糖尿病管理的不良影响。由

此可见，循证护理干预不仅关注患者的生理健康，也重

视心理健康，这种全面的护理模式能够更有效地减少

并发症的发生，提升护理质量。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循证护理干预对提升患者

生活质量具有积极作用[13-15]。老年糖尿病患者由于长

期疾病管理和多种并发症的困扰，生活质量普遍较低。

通过循证护理，患者在接受个性化健康教育后，学会了

如何更好地自我管理糖尿病，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感受

到更多的控制感和信心。此外，循证护理中的心理干预

不仅帮助患者克服了糖尿病管理过程中的焦虑和抑郁，

还通过为患者提供社会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日

常生活中的挑战。结果显示，患者在身体、心理和社会

功能等方面的生活质量均有显著提升，这表明循证护

理不仅仅局限于疾病的生理管理，还对患者的整体健

康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本研究表明循证护理干预对

老年糖尿病患者的护理效果显著，但研究仍存在一些

局限性。样本量相对较小，仅限于某医院的 70例患者，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以提高研究结果的代

表性[16-18]。研究随访时间为 6 个月，尚不能全面评估

循证护理对患者长期健康管理的影响。因此，建议未来

的研究应延长随访时间，以评估循证护理的长期效果。

此外，还应探讨将循证护理干预整合到日常护理流程

中的最佳方式，以便使更多的老年糖尿病患者从中获

益。本研究为循证护理在老年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提

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其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血糖

控制、减少并发症，并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建议临床

护理人员在糖尿病护理中广泛应用循证护理干预，进

一步优化老年患者的护理管理。同时，未来的研究应继

续探索如何将这一模式应用于其他慢性疾病管理中，

以进一步提高慢性病护理的整体水平。 
4 结论 
本研究表明，循证护理干预在老年糖尿病患者的

血糖控制、并发症预防和生活质量提升方面具有显著

效果。观察组患者的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明显

下降，并发症发生率降低，生活质量显著提高[19,20]。循

证护理通过个体化护理方案和全方位健康管理，优化

了老年糖尿病护理效果。未来应进一步推广这一护理

模式，并通过更大样本和长期随访研究，验证其在更多

临床场景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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