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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重庆市糖尿病管理及其并发症的现状&方法
"

随机抽取
5((

例病程
$

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通过访谈(

回顾病历#填写调查表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基本信息(糖尿病相关并发症(接受糖尿病健康教育情况(糖尿病自我管理

情况(糖尿病患者对治疗方案的遵循情况等&结果
"

5((

例患者中均不同程度合并相关并发症$使用口服降糖药的患者占

)%6((R

$

+'655R

患者接受过不同形式的健康教育#患者参与糖尿病知识培训(饮食指导的比例分别为
++6%(R

和
&565(R

$患者

的糖尿病知识主要通过医务人员获得$坚持定期检查的患者占
%56*(R

#

$*6%(R

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达标&结论
"

重庆市糖尿

病患者管理现状与
8((*

年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中规定的控制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关键词"糖尿病$健康教育$糖尿病并发症$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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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已有糖尿病患者
&8((

万!且尚有
$6%

亿潜在

糖尿病患者(

$

)

!每年约有
$6%(R

#

$(6((R

的葡萄糖耐量异常

%

0.

B

/0=">

4

#G71:"21#"=/37"

!

IE!

&患者进展为糖尿病(

8

)

!糖尿

病及其并发症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

的经济负担和压力$中国各级政府和医疗机构针对糖尿病的

预防与治疗积极开展工作!为糖尿病患者举办健康讲座!糖尿

病知识培训班!进行义诊以及通过报刊-杂志和电视节目对糖

尿病的防治知识进行宣传普及等!旨在增强糖尿病患者对生活

的自信心!掌握健康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改变不良的生

活习惯!提高生活质量$本研究针对实际情况对本市糖尿病患

者的自我管理现状进行了调查!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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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C6C

"

一般资料
"

本次调查选择了重庆市
%

所配备糖尿病专科

医师和护士的医院!将
8($(

年
'

月至
8($$

年
$

月期间在选定

医院就诊的符合
[ND

糖尿病诊断标准!且病程
$

年以上的糖

尿病患者纳入本次调查!共
5((

例!患者均知情同意!签署

自愿书$

C6D

"

调查内容和方法
"

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基本信息-糖尿

病相关并发症-最近
$

年以来并发糖尿病急性并发症情况-接

受糖尿病健康教育情况-糖尿病自我管理情况-实验室检查结

果-

$

年中治疗糖尿病的相关开支-糖尿病患者对治疗方案的

遵循程度等
+

个方面$每位患者的所有信息均记录于统一的

数据收集表和量表中$

D

"

结
""

果

D6C

"

患者人口学资料
"

本研究共收回有效调查表
5((

份!回

收率
$((R

!其中!女
$%*

例!男
$'5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重庆医学
8($8

年
5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N]̀ 8̀((&-(+

&$

"

!

"

通讯作者#

!"#

"%

(85

&

+&($8((&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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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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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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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Q$86&5

&岁$文化程度"高中以下
88+

例%

*)6((R

&!大

专及 本 科 以 上
*8

例 %

8'6((R

&#离-退 休 人 员 占
$++

例

%

)86)*R

&!在职及其他职业
$$8

例%

5*655R

&$

D6D

"

慢性并发 症
"

5((

例 患 者 中!合 并 高 血 压
$5*

例

%

'%6)*R

&!合并心血管疾病
'%

例%

$%6((R

&!合并脑血管病变

5(

例%

$(6((R

&!合并糖尿病血管病变
'*

例%

$%6)*R

&!合并糖

尿病肾病者
'(

例%

$5655R

&!合并周围神经病变者
*8

例

%

8'6((R

&!合并糖尿病眼病
+*

例%

8&6((R

&!合并糖尿病足

$+

例%

)6((R

&$发生慢性并发症患者的病程按不超过
%

年-

%

#

$(

年-

'

$(

年进行分段分析!发现其慢性并发症大多数发

生在患病
%

年以内!见表
$

$

D6E

"

急性并发症
"

患者近
$

年以来发生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

以低血糖和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多见$其中!发生糖尿病酮症酸

中毒
8(

例!占接受调查糖尿病患者的
)6)*R

!发生
$

次的有

$'

例!

8

次
'

例!

5

次及以上
8

例#发生低血糖
&(

例!占接受调

查糖尿病患者总数的
5(6((R

!按其发生的频率统计!

$

#

$(

次

*'

例!

$$

#

8(

次
$$

例!

8(

次以上
%

例$糖尿病患者因发生酮

症酸中毒和低血糖而住院治疗!其住院医疗的开支平均为

%

55(*6)&Q$*$'65+

&元!有
8(R

的 患 者 的 开 支 高 达

%

$%%((6((Q)8*6*)

&元$

D6F

"

糖尿病的药物治疗情况
"

5((

例糖尿病患者中!使用口

服降糖药治疗
$&%

例%

)%6((R

&!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只有

*$

例%

856)*R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糖尿病患者使用胰岛素的

平均水平$在
*$

例使用胰岛素的患者中!有
85

例%

586'(R

&

由医师主动给患者使用胰岛素#医师推荐使用胰岛素而患者未

采纳的主要原因是担心成瘾!其次是惧怕注射疼痛和使用不方

便!分别占
'&6*(R

-

$'6*(R

和
$)6)(R

$

表
$

""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与其病程的统计(

(

%

R

&)

并发症
(

#

%

年
%

##

$(

年
'

$(

年

高血压
$5* +%

%

)86('

&

5*

%

8*6($

&

$%

%

$(6&%

&

心血管病变
'% 5(

%

))6)*

&

$$

%

8'6''

&

'

%

+6+&

&

脑血管病变
5( 8'

%

+(6((

&

'

%

$5655

&

$

%

5655

&

周围血管病变
'* '5

%

&$6'&

&

'

%

+6%$

&

(

%

(6((

&

糖尿病肾病
'( 5+

%

&%6((

&

$

%

86%(

&

$

%

86%(

&

周围神经病变
*8 ))

%

&$6)*

&

)

%

+655

&

(

%

(6((

&

糖尿病眼病
+* *5

%

+56&$

&

$5

%

$'6&'

&

$

%

$6$%

&

糖尿病足
$+ $+

%

$((6((

&

(

%

(6((

&

(

%

(6((

&

D6G

"

糖尿病的健康教育
"

5((

例患者中!有
8%5

例%

+'655R

&

患者接受过不同形式的健康教育#他们参与糖尿病知识培训-

饮食指导的比例分别为
++6%(R

和
&565(R

#超过
%(6((R

的患

者对糖尿病的运动治疗-药物治疗-自我监测及并发症的防治

知识感兴趣#

++6*(R

的患者从医务人员那里获得糖尿病知识!

其次是书刊-杂志-电视-收音机!只有
'6((R

的患者从互联网

渠道获得糖尿病知识$

D6M

"

自我管理
"

5((

例患者中坚持定期复查的患者占

%56*(R

!有
')65(R

的患者未能定期复查$而在定期复查的

患者中!

+568(R

的患者每月复查
$

次!

$56*(R

的患者每
8

月

或
5

月复查
$

次!

56$(R

的患者超过
5

个月复查
$

次$

$)(

例

%

%5655R

&患者定期进行血糖自我检测!自我检测的患者中检

测频率
'

次以上的患者有
&5

例!占整个调查人群的
5$6((R

$

D6N

"

糖尿病综合控制
"

糖尿病控制目标依据
8((*

年中国糖

尿病防治指南!

5((

例糖尿病中!

$8(

例%

'(6((R

&患者体质量

指数不低于
8%L

4

'

.

8

#

*&

例%

8)655R

&血压小于
$5(.. N

4

'

+(..N

4

#有
''

例%

$'6)*R

&患者不清楚自己的空腹血糖值!

)%

例%

8%65&R

&患者的空腹血糖未超过
)6(..1#

'

]

#

$$5

例

%

5*6)*R

&患者未检测餐后血糖!

55

例%

$*6)%R

&患者餐后血

糖小于
*6+..1#

'

]

#

$)(

例%

%5655R

&患者未检测糖化血红蛋

白!

8+

例%

$*6%(R

&患者糖化血红蛋白不超过
)6%(R

$有近

8

'

5

的糖尿病患者未进行血脂检测!近半数患者血脂不能控

制!见表
8

$

表
8

"

5((

例患者控制目标的达标情况 (

(

%

R

&)

项目
(

良好 一般 差

身体质量指数
8&) $*)

%

%&6')

&

**

%

8%6)*

&

'5

%

$'655

&

血压
5(( *&

%

8)655

&

8(+

%

)&655

&

$5

%

'655

&

空腹血糖
8%) )%

%

8%65&

&

*(

%

8*65'

&

$8$

%

'*68*

餐后血糖
$+* 55

%

$*6)%

&

)$

%

586)8

&

&5

%

'&6*5

&

糖化血红蛋白
$'( 8+

%

8(6((

&

'8

%

5(6((

&

*(

%

%(6((

&

总胆固醇
$$* '&

%

'$6++

&

'*

%

'(6$*

&

8$

%

$*6&%

&

三酰甘油
$$' ')

%

'(65%

&

'8

%

5)6+'

&

8)

%

886+$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5

%

'&6%5

&

5(

%

8+6('

&

8'

%

886'5

&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5 ')

%

''6))

&

%8

%

%(6'&

&

%

%

'6+%

&

E

"

讨
""

论

糖尿病患者在病程开始的
%

年内合并慢性并发症!表明糖

尿病的临床表现隐匿(

5

)

!早期不容易发现!一旦发现时已经开

始有身体各个系统的损害$为了预防慢性并发症发生!成人应

该每年常规进行血糖检测!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每半年进行

一次血糖测定!以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糖尿病的急性并发

症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多见!低血糖的发生率也较高!患者可

在
$

年中多次反复发生$因饮食-运动-药物使用不当或欠规

范等因素为引发低血糖的主要原因!这表明糖尿病患者和医务

人员对糖尿病低血糖缺少足够的认识!加强糖尿病急性并发症

预防的健康教育工作十分必要$

糖尿病的药物治疗以口服降糖药为主!胰岛素使用率远远

低于欧美国家糖尿病患者使用胰岛素的平均水平(

'

)

$在使用

胰岛素的患者中!医师主动给患者推荐使用胰岛素的占

586'(R

#患者不愿使用胰岛素的主要原因是惧怕成瘾-注射疼

痛和使用不方便!这表明医务人员和患者对降糖药的认识存在

误区!特别是对胰岛素的认识亟待提高(

%-)

)

$

目前各地区和相关医院都在开展不同形式的糖尿病健康

教育!深受患者的欢迎!且参与度高$他们对糖尿病基本知识-

饮食指导-运动治疗-药物治疗-自我监测和并发症的防治知识

感兴趣$但各医院的健康教育内容和形式存在随意性和缺乏

规范性(

*

)

!应加强医务人员培训!把正确的糖尿病防治知识传

递给患者$此外!患者通过互联网这一途径获得糖尿病的防治

知识较少!这表明一方面大多数糖尿病患者没有意识到互联网

能便捷地为人们提供大量信息!另一方面对网络平台管理的医

学专业人员提出较高的要求!要求他们能及时更新和保持网络

知识的时效性$作者建议建立权威性的糖尿病教育网站!提高

8&)

重庆医学
8($8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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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患者网络学习积极性!避免以赢利为目的的网站误导患者$

有效控制血糖是防治和延缓糖尿病急-慢性并发症的基

础!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结果表明(

+

)

!

8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

血红蛋白每降低
$6(R

!可使糖尿病相关终点和病死率减少

8$6((R

!使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和心肌梗死减少
$'6((R

!使

外周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和病死率降低
'56((R

!使微血管病

变下降
5*6((R

(

&

)

$目前!尽管糖尿病的治疗方法及治疗药物

已有显著改进!但患者的血糖控制现状并不乐观!调查结果与

8((*

年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中规定的控制目标尚存在较大的

差距!亟待广大专业人员和糖尿病患者共同努力(

$(

)

$作者建

议"%

$

&加强基层医院糖尿病专科医务人员的培养!建立一支糖

尿病健康教育的专业人员队伍#%

8

&建立医院
-

社区一体化糖尿

病管理体系!三甲医院加强对社区慢性疾病管理的指导!完善

糖尿病管理档案和定期随访管理制度#%

5

&建立规范的健康教

育体系!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分层次对不同人群开

展健康指导$

总之!重庆市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现状不容乐观!特别是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和血脂控制现状与治疗指南的控制目标存

在较大差距(

$$-$8

)

!加强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与管理!社区及相

关医务人员应该注重精细化-个体化管理!特别应该对较低文

化水平的患者给予更多的关怀(

$5-$'

)

!提高糖尿病患者自我管

理能力和临床医务人员的诊治能力和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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