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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科联合糖尿病管理小组优化管理 

在科外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泵治疗中的应用 

黄灵云，兰美明，罗杏想 

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西河池 

【摘要】目的 探究内分泌科联合糖尿病管理小组优化管理在非内分泌科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泵治疗中的干预

效果。方法 选用 2021 年 7 月至 2023 年 7 月期间，非内分泌科收治的 128 例接受胰岛素泵治疗的糖尿病患者，

采用随机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内分泌科常规管理模式，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糖尿病管理

小组优化管理，对比两组的干预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胰岛素泵故障发生率、低血糖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血糖达标时间缩短。结论 内分泌科联合糖尿病管理小组优化管理使非内分泌科糖尿病患者得到同质化护理，有

助于胰岛素泵的安全运行，缩短患者的血糖达标时间，保障了患者的治疗效果，可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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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ptimized management of endocrine department and diabetes management team 

in insulin pump treatment of diabetes patients outside the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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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the endocrine department combined with the diabetes 
management team in the insulin pump treatment of diabetes patients in the non endocrine department. Methods From July 
2021 to July 2023, 128 patients with diabetes who received insulin pump treatment in non endocrine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Randomized table method was used to divide the patients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routine management mode of endocrinology depar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bined with the 
diabetes management group to optimize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compare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insulin pump failure and hypoglycemi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ime for reaching blood glucose standards was shortened. Conclusion The 
Endocrinology Department and diabetes Management Team optimized the management to enable diabetes patients in non 
endocrine departments to receive homogeneous care, which helps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insulin pump, shortens the time 
for patients to reach the blood sugar standard, ensures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patients, and can be widely used. 

【 Keywords】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management; Management mode; Non endocrine 
department; Insulin pump 

 
胰岛素泵是由泵、小注射器及与其相连的输液管

组成[1]，其中小注射器最多可容纳 3 毫升的胰岛素，在

注射器装入泵中后，将与之相连的输液管前段的引导

针用针器注射入患者皮下，再由电池驱动胰岛素泵的

螺旋马达推动小注射器的活塞，从而将胰岛素输注到

患者体内实现血糖控制效果[2]。在近几年研究中发现，

糖尿病不仅存在于内分泌科，于科外也成为了较为常

见的疾病类型，且治疗方法相同均使用胰岛素泵实施

治疗[3]。在实施治疗期间需对胰岛素使用量进行控制操

作，但护理人员理论的缺乏、技术操作能力的不足等情

况[4]，对最终的治疗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需予以

相应的护理管理干预措施，提高护理人员的知识技能

水平，从而提高最终的护理质量[5]，促进患者健康的恢

复。为此，在非内分泌科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泵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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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内分泌科联合糖尿病管理小组优化管理，获得较

好的效果，详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样本区间应用 2021 年 7 月至 2023 年 7 月期间，

非内分泌科收治的 128 例接受胰岛素泵治疗的患者，

采用随机表法分组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观察组 64 例，男 31 例、女 33 例，年龄范围 34-

65 岁，平均年龄（49.56±2.43）岁。对照组 64 例，男

36 例、女 28 例，年龄范围 35-62 岁，平均年龄

（48.52±2.35）岁。无合并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无肿瘤

疾病；无妊娠期妇女；无精神异常；无语言功能障碍；

I 型糖尿病需长期胰岛素治疗的患者；需短期胰岛素治

疗的 II 型糖尿病患者；两组基础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内分泌科常规管理模式，即由内分泌

科医生会诊制定胰岛素泵治疗方案，内分泌科护士遵

医嘱为患者安装胰岛素泵、设置胰岛素泵基础量、完成

餐前大剂量输注、每日巡视胰岛素泵。 
观察组：在常规管理模式上联合糖尿病管理小组

优化管理。 
（1）组建院内糖尿病护理专科小组。我院在护理

部的组织领导下组建了“糖尿病护理专科小组”，其中

由大内科护士长担任组长，内分泌科护士长及糖尿病

专科护士担任副组长，并从临床各科室抽取 1 名 3 年

以上工作经验的护士组成成员，形成一支由 27 人参

与的院内糖尿病护理专科小组。 
（2）明确岗位职责，实施优化管理措施。①糖尿

病护理专科小组每季度组织成员进行一次业务培训，

内容包括糖尿病相关理论知识、血糖监测技术、胰岛素

注射技术、胰岛素泵安装与维护技术等操作，培训结束

后进行考核，并将胰岛素泵操作流程图、常见故障处理

流程图发给成员带回科室；各科小组成员组织科内护

理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全院护理人员对胰岛素泵操作

及护理认知水平。②内分泌科护士负责科外胰岛素泵

的安装，并做好患者及该科管床护士的首日教育，将胰

岛素泵使用登记表挂在患者的床头；每天到科外查看

带泵患者胰岛素泵的运行情况、餐时大剂量和基础量

与医嘱是否相符，有无药量不足、电量不足，有计划进

行药液及电池的更换，查检前一日胰岛素的使用剂量，

及时发现问题并处理。③科外糖尿病护理专科小组成

员及责任护士做好本科室带泵患者的日常护理，内容

包括对患者进行血糖监测并做好记录、餐前大剂量输

注、糖尿病饮食指导及健康宣教；每班检查置泵穿刺点

有无红肿渗出、穿刺点周围皮肤有无过敏感染、透明贴

膜有无卷曲或潮湿、输注管路有无打折、胰岛素泵运行

情况，做好交接班，如遇胰岛素泵故障不能处理及时联

系内分泌科护士处理。④建立科外胰岛素泵使用登记

表，内容包括患者基本信息、安装胰岛素泵的日期时

间、泵的编号、患者的基础率、餐前大剂量、剩余剂量、

电池量、皮肤及管路情况、特殊情况备注（如发生低血

糖、禁食）、护士签名等。有助于内分泌科护士按照此

表对科外带泵患者进行每日巡视，避免漏巡视，有助于

科外护士做好带泵患者的交接班及日常护理。制作胰

岛素泵操作流程图、常见故障处理流程图，使泵的操作

流程简单、直观、易于理解。⑤建立多途径沟通平台，

通过建立的糖尿病护理专科小组 QQ 群、科内座机电

话、白班巡泵护士加上夜班护士构建一个 24 小时科外

带泵护理支持团队，对全院带泵病区提供 24 小时线上

线下咨询，必要时亲自到相关科室进行技术指导与维

护，解除相关科室后顾之忧。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的胰岛素泵故障发生率（包括输注管子

堵塞、意外脱管、输注装置皮下软管曲折）、低血糖发

生率、血糖达标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行 t 值 χ2值检验，应用平均数±标准差代表计量资

料，（n%）代表计数资料，当 P<0.05 时，表明研究数

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表格中观察组、对照组数据横排对齐，意外脱管

数据竖排对齐 
观察组的胰岛素泵故障发生率、低血糖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血糖达标时间快于对照组，呈 P<0.05，附

表 1。 
3 讨论 
根据相关研究了解在非内分泌科糖尿病患者胰岛

素泵治疗中[6]，实施内分泌科联合糖尿病管理小组优化

管理，可提高血糖控制效果促进病情的康复。通过创建

相应的管理团队，并对团队中的护理成员进行相应知

识技能培训，定期对知识技能掌握情况实施考核，提高

护理认知水平[7]。明确内分泌科、糖尿病护理专科小组

及成员、带泵科外护士岗位职责。为胰岛素泵安装配备

专科护士，并对一般资料进行档案建立，对患者的血糖

及胰岛素泵进行记录[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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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胰岛素泵故障发生率、低血糖发生率、血糖达标时间对比 

组别 例数 输注管子堵塞 意外脱管 输注装置皮下软管曲折 低血糖发生率（%） 血糖达标时间（d） 

观察组 64 0（0.00） 1（1.56） 0（0.00） 2（3.12） 2.26±0.35 

对照组 64 2（3.12） 3（4.69） 2（3.12） 9（14.06） 4.96±0.28 

χ2/t  4.800 4.873 48.190 

P  0.028 0.027 0.000 

 
制作胰岛素泵操作流程图、常见故障处理流程图，

有助于科外护士快速掌握胰岛素泵操作方法。创建科

外胰岛素泵使用登记表，对胰岛素泵运行情况、带泵时

间、是否出现低血糖等进行详细记录。创建多途径沟通

平台，实施线上线下服务护理，及时解决科外带泵病区

发生的问题。 
据本次干预结果对比可见：观察组患者的血糖达

标时间、胰岛素泵故障发生率、低血糖发生率均优于对

照组，呈 P<0.05；表明了内分泌科联合糖尿病管理小

组优化管理，可缩短血糖达标时间、降低胰岛素泵故障

发生率、降低患者低血糖发生率，可促进病情的恢复，

提高治疗效果[13]。 
总而言之，在非内分泌科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泵治

疗中，实施内分泌科联合糖尿病管理小组优化管理，对

促进患者病情的康复影响效果显著，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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