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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慢性终身性疾病#随着病程的延长而各种慢性并

发症相继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临床上治疗糖尿病

的措施包括健康教育'饮食控制'运动'药物治疗和自我监测#

健康教育在糖尿病治疗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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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强化

教育#患者的糖尿病知识和自控水平明显提高#血糖代谢紊乱

控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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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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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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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者自愿情况下#本院门诊就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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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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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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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糖尿病患者分为强化教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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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教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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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前比较两组年龄'血糖'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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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量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

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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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培训
!

选择本院内分泌科富有经验的专家及

专职糖尿病护士对参加本研究的医护人员进行相关知识和调

查表填表方法培训#统一病例收集标准'教育方式和运行模式#

并经考核合格后参与此项工作(派专职糖尿病护士对参加研

究的患者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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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综合问卷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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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患者相关基本情况以外#主

要包括糖尿病知识'自我管理能力'患者对糖尿病知识的需求'

生活质量评价$糖尿病对生理功能的影响'心理"精神维度'社

会关系维度'治疗维度%'焦虑等
%

个部分#以判断题和多选题

形式提供给答题者#问卷回答正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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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识字'视力差及高龄患者#由调查人员逐条询问后代填

写(患者于教育前后各完成综合问卷调查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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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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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半天强化教育#即每周半天#连续
'

周(患者于试验前

及
'

个月后完成综合问卷调查表(健康教育内容根据患者的

需求制订#包括糖尿病的定义'分型'诊断标准'糖尿病有哪些

危害'糖尿病的饮食治疗'运动治疗'药物治疗'胰岛素治疗'自

我监测等(糖尿病教育护士从患者纳入试验组参加第一次教

育课程起#到
'

个月末收集观察数据期间与患者建立合作关

系#及时了解和解决患者的问题#电话或个别进行指导(教育

方式以讲授'实物演示与操作相结合#糖尿病专科医生把糖尿

病的防治知识以讲座的方式传达给患者#然后在饮食课程后提

供糖尿病营养午餐'胰岛素知识课程后胰岛素注射器和注射笔

的使用指导'自我监测课程后演示血糖仪的操作要领及学习自

查血糖(糖尿病护士具体指导患者记录糖尿病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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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结束时#对参加本次强化学习的糖尿病患者颁发学习结业证

书(将讲课内容打印成教材#配合相关宣传资料发放给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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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表#健康教育方式以发放糖尿病知识小册子#患者自学

为主#为患者提供糖尿病讲座信息#不定期参加糖尿病中心大

型知识讲座(糖尿病教育护士与患者建立联系#及时了解和解

决患者的问题#给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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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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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目进行测试#了解强化教育前后患者生存质

量改变(观察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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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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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试验前后均值及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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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糖尿病患者系

统地了解和获得相关的知识和自我管理技能#掌握科学的糖尿

病自我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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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糖尿病对生理功能的影响'心理精神维

度和社会关系维度出现下降趋势#治疗维度试验后出现上升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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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

L8A<7=

等+

%

,和
8̂@NB@8*

等+

:

,研究显示#通过对糖尿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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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法指导新诊断糖尿病患者获得糖尿病的相关知识#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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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以老年人居多#由于行动不便'记

忆力和接受知识能力均比中青年差#单纯讲解理论不容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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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因为患者对疾病的认

识不充分而影响自觉控制血糖水平(由于本研究时间较短#对

糖尿病患者长期血糖控制和生存质量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

观察远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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