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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增长)糖尿病

患者流动性较大#单纯药物治疗无法达最佳治疗效果#究其原

因与不能及时追踪随访有直接关系#而糖尿病健康教育作为糖

尿病三级预防的重要手段之一'

$

(

#则充分地弥补了以上不足)

但是一成不变的健康教育不但无法优化治疗#反而致使患者对

治疗失去信心#严重影响治疗效果#提高健康教育质量对于治

疗至关重要)在临床工作中#除了带教老师外大量的实习护士

在健康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实习护士水平参差不齐#

导致健康教育质量也有差异)如何才能为患者提供更全面*专

业及人性化的健康教育是目前面临的严峻问题#故本研究对比

不同学历层次实习护士健康教育效果#通过试验探求更优质的

健康教育)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将
0'$$

年
$

月至
0'$$

年
$0

月初诊糖尿病

患者
$.&

例随机分为两组$本科组
/%

例*专科组
;0

例%#两组

患者在年龄*性别*文化层次*收入水平及靶器官损害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1'%

%)两组患者分别由不同学历层次护

士进行健康教育!本科组由本科护士$

.0

人%进行健康教育&专

科组由大专护士$

%$

人%进行健康教育#见表
$

)

@1A

!

方法
!

两组患者给予相同的健康教育方案#讲解内容包

括!$

$

%糖尿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及临床表现&$

0

%糖尿病的综合

治疗原则!药物治疗*合理饮食*适量运动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

5

%糖尿病的自我监测方法*血糖仪的正确应用&$

.

%糖尿病饮

食*体育锻炼的原则及注意事项&$

%

%低血糖的诱因*临床表现*

预防措施和自救方法&$

/

%处理日常生活中应激的方法和如何

加强自我防护)将以上内容采用健康教育卡片*宣传栏*示范

训练*观看录像等方法#个人宣传*小组式宣教和座谈会等方

式)选择合适的时间#灵活运用文字*电子媒介等对患者分阶

段反复进行传授#注意与患者原有的知识相联系#形成完整的

糖尿病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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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指标
!

护生方面!按照学校制定的临床毕业实习的

教学计划要求#安排在实习出科前一周对实习护生进行个人考

核评估和总体评估)考评由实习科室护士长*责任组长*带教

老师组成评估组#按不同学历护生临床实习教学要求#在基础

护理理论*基础护理操作*专科护理理论*专科护理操作*整体

护理和综合素质$工作责任心*分析解决问题*沟通交流能力%

/

个方面#由患者评分*护生自评*护生互评和带教老师评分)患

者方面!比较两组患者出院
5

个月后糖尿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比较两组患者出院
5

*

/

个月后的遵嘱治疗率*定期随访率*血糖

达标率*空腹
-

肽*

ZL#HG

*血脂及低血糖*酮症酸中毒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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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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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年龄$岁%

性别$

$

%

男 女

文化层次$

$

%

小学 中学 大学

收入水平$元%

$

0''' 0'''

!

%'''

%

%'''

靶器官损害$个%

$ 0

*

5

本科组
.%10$b;15& .5 00 $& 50 $/ 0. 50 6 05 5; .

专科组
./1&.b&165 %. 0; 0. .5 $% 0; .& & 5$ ./ %

表
0

!!

两组护士相关专业水平比较&分$

(b?

'

组别 基础护理理论 专科护理理论 基础护理技能 专科护理技能 整体护理水平

本科组
;$105b&1%0 &/1%.b.155 ;61/&b;1&0 ;.1%6b;1$. ;$15%b%1&.

专科组
&;1$/b/1.6 &.15;b516& ;%10;b/15% ;01/$b%1%5 &;15%b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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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O,,$&1'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行
$

0

检验或
Y48A=D

精确概率法#计量资料以
(b?

表示#行
<

检验#

以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1@

!

两组护士相关专业水平比较
!

两组护士在护理理论*护

理技能及整体护理水平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0

)

A1A

!

两组护士综合素质比较
!

经综合考评#本科组护士在工

作责任心*分析解决问题*沟通交流能力方面明显强于专科组

护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5

)

表
5

!!

两组护士综合素质比较&

$

'

组别
工作责任心

强 一般 弱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强 一般 弱

沟通交流能力

强 一般 弱

本科组
5% % 0 06 $' 5 5; 5 '

专科组
0/ $; & $% 0; ; 0$ 0. /

A1B

!

两组患者出院
5

个月后糖尿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

本科护理组患者糖尿病相关知识得分
;'

分以上
.5

人

$

//10P

%#

/'

!

;'

分
$6

人$

0610P

%#低于
/'

分
5

人$

.1/P

%&

专科护理组患者糖尿病相关知识得分
;'

分以上
0/

人

$

5$1&P

%#

/'

!

;'

分
5;

人 $

./15P

%#低 于
/'

分
$;

人

$

001'P

%)以分数大于
/'

分计为合格#本科护理组患者糖尿

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明显高于专科护理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1'%

%)

A1C

!

两组患者出院
5

*

/

个月后依从性*糖尿病治疗效果及并

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从观察指标看#不论是出院后
5

个月或是

/

个月#本科护理组患者依从性及糖尿病治疗效果明显优于专

科护理组#且并发症发生率也明显低于专科护理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

%

)

表
.

!!

两组患者出院
5

"

/

个月后依从性及糖尿病

!!!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P

'

组别
遵嘱治疗

5

个月
/

个月

定期随访

5

个月
/

个月

低血糖

5

个月
/

个月

酮症酸中毒

5

个月
/

个月

本科组
;&1& 6/16 ;610 6%1. .1/ '1' 51$ $1%

专科组
&.1. ;&1; &510 ;%1. $.1/ &15 $010 ;1%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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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出院
5

"

/

个月后糖尿病治疗效果比较&

(b?

'

组别
血糖达标$

P

%

5

个月
/

个月

ZL#HG

$

P

%

5

个月
/

个月

空腹
-

肽$

9

?

"

(V

%

5

个月
/

个月

"a

$

((3H

"

V

%

5

个月
/

个月

"-

$

((3H

"

V

%

5

个月
/

个月

本科组
6015 6/16 /1$$b'1/. %1%.b'1.& $1%5b'1/. '1&0b'156 01'0b'1&/ $1/$b'15' %106b'1;. 51%&b'1/$

专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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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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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糖尿病引发人体内的糖*蛋白质*脂肪*水和电解质等一系

列代谢紊乱综合征#严重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

0

(

)作为糖尿病

治疗的+五驾马车,之一#糖尿病教育通过各种可操作*可测量

的工具及方法#改变糖尿病患者的认知*态度#改变糖尿病患者

的饮食*运动行为#缓解患者压力#减少患者顾虑#还能提高患

者自我管理水平#提高治疗效果#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生活

质量'

5:%

(

)灵活的健康教育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刻板

的健康教育则适得其反)

美国糖尿病控制与并发症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开展糖尿

病教育*取得患者主动配合时达到良好控制的前提'

/:&

(

)临床

工作中#实习护士在健康教育过程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实习护

士能力和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教育质量的好坏以及后

续治疗效果的优劣)

本研究发现两组护士在宣教中存在一些区别!$

$

%本科实

习护士在健康教育时能更准确地把握患者的心理#从交谈中发

现患者治疗过程存在的疑问及顾虑+对症下药,&而专科护士则

是忠实的执行者#她们能很好地执行既定方案#但很少能主动

去询问患者有什么困难#需要哪方面的帮助)$

0

%本科护士能

及时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以更专业*准确的信息来作为自己

宣教的依据&而专科护士则将老师教育的内容原封不动的传授

给患者)$

5

%本科护士制作的电子版本的宣传资料更丰富*精

彩且浅显易懂#患者更能够接受#且记忆更深刻&而专科护士的

宣传资料大多采用科室或厂家所设计的成品#缺乏新意)$

.

%

在家庭宣教方面#本科实习护士更能掌握患者及其家属的心

理#充分调动患者自身和家属的主观能动性#让患者承担自我

管理的责任#积极配合治疗'

;:6

(

&而专科实习护士由于其知识面

和团队协作上的欠缺导致患者及其家属被配$下转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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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窝*双下肢散在分布类似皮疹$彩插
&

图
$

%)实验室及辅助

检查!血*尿*粪常规正常#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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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病理检查!角化过度#棘层肥厚#乳头瘤样

增生#棘层上部见较多空泡化细胞#真皮浅层少许淋巴样细胞

浸润$彩插
&

图
0

%)

诊断!$

$

%双前臂巨大寻常疣&$

0

%乙型肝炎)治疗!物理治

疗此类泛发及较厚寻常疣疗程长*效果差#患者住偏远农村#不

能接受此类治疗)且患者有乙肝及肝功能异常#不宜采用阿维

#

类药物治疗)考虑到干扰素对乳头瘤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

均有一定作用#因此#本科建议至消化科采用干扰素治疗)

.

个月后电话回访#患者拒绝干扰素治疗#目前#皮疹无变化#肝

功能未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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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疣是由
ZOc

感染引起的一种皮肤科常见疾病#一般

认为疣的病程与机体免疫有重要的关系)患有肾移植*恶性淋

巴瘤*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等有免疫缺陷的患者发病率增

高'

$

(

#且细胞免疫对疣的防御机制起主要作用)

ZOc

可通过

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染#外伤或皮肤破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有

文献总结认为!不同类型的
ZOc

与疣的临床表现有一定关

系#寻常疣患者的病毒类型多见于
Z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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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院
ZOc

检测主要是针对检测尖锐湿疣和

宫颈癌常见基因型#因此本例所做检测结果均阴性)作者推测

本例患者可能为
Z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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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型或多

型致病)

患者
"

细胞亚群检测显示免疫功能低下#尤其是细胞免

疫功能低下#这是造成疣体泛发和双前臂巨大疣体的根本原

因)患者同时患乙型肝炎#肝功能异常#

ZQc:R*#

定量检测

显示病毒仍处在复制状态)曾有多篇病例报道应用阿维
#

治

疗巨大寻常疣取得较好效果'

0:5

(

#本例患者因肝功能异常不能

使用阿维
#

#是遗憾之处)本例患者双前臂有巨大疣体以及疣

体泛发#较少见#且并发乙型肝炎#特此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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