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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生对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知识掌握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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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调查基层医生对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知识掌握程度及影响因素。方法　整群抽取２０１１年南通市社会医疗机

构安全培训班的７３名基层医生，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闭卷考试，比较不同特征医生间的差别。结果　掌握糖尿病患者血压

管理知识要点的医生２７名（占３７．０％），参加全科医师规范培训并获得证书的医生得分较没获得证书的高（犘＜０．０１），３个月内参

加过继续医学教育的医生得分较未参加的医生得分高（犘＜０．０５），不同职称、不同学历医生掌握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的知识有差

异（犘＜０．０１）。结论　大部分基层医生没有完全掌握糖尿病患者的血压管理知识要点，是否参加全科医师规范培训并获得证书

是其主要影响因素，应该对基层医生定期进行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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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高血压患者超过近２亿，糖尿病患者约有０．９２４

亿，高血压是糖尿病极其常见的并发症，是心血管事件以及糖

尿病性微血管并发症的主要危险因素，糖尿病和高血压同时存

在对患者的心血管系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１５］。中国糖尿病高

血压患者主要在基层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基层医生对相关指南

的掌握程度及应用水平，直接影响对糖尿病高血压患者的疾病

控制。本文调查基层医生对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知识，找出薄

弱环节，进而提高基层医生的专业水平。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整群抽取南通市医疗机构安全

培训班的基层内科医生学员作为调查对象，共７３名，其中男３９

名，女３４名；年龄２２～７４岁，平均年龄（４５．１９±１２．１３）岁；学历：

中专１３名，大专３８名，本科２２名；工龄：１～５５年，平均

（２１．８３±１２．６５）年；职称：初级及以下３１名，中级２７名，高级１５

名；隶属单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５７名，个体诊所１６名。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被调查

医生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答题内容，调查问卷当场收回。

１．２．１　调查内容　问卷设计以《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０９

年基层版）［６］为指导，参考《糖尿病患者的血压管理》专家笔

谈［７］，专业人员讨论和修改后，在１家二级综合性医院和１家

私人诊所进行了预调查。主要内容包括：（１）被调查医生的一

般情况；（２）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３）接

受指南培训意愿及影响培训参与的因素。糖尿病患者血压管

理基础知识设置了３个题目，分别是“降压目标”、“首选药物”

以及“联合用药方案”，以选择题形式呈现，每答对１题得１分，

答错得０分，总分范围为０～３分，且３题均选对被认为知识掌

握得好，答错任何１题均认为对糖尿病患者的血压管理知识未

完全掌握。基本理念设计了７个条目，均为正向条目，由学员

根据描述情况进行判断。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

６２６３ 重庆医学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４１卷第３４期

 基金项目：南通市社会发展（指导性）科技计划项目（Ｓ１０９３４，Ｓ１０９６６）；南通市卫生局课题（Ｗ２０１００５）。　△ 　通讯作者，Ｔｅｌ：（０５１３）

８５１１６０４８；Ｅｍａｉｌ：ｇｏｎｇｙａｃｈｉ＠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以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狋检验或方差分析，以犘＜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对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基础知识调查结果

表１　　基层医生对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知识水平比较

项目 狀 得分（分，狓±狊） 狋／犉 犘

性别

　男 ３９ １．９７±１．００ ０．６２４ ０．５３５

　女 ３４ １．８２±１．０５

工龄（年）

　＜２１ ３２ ２．００±１．０６ ０．８１６ ０．４１７

　≥２１ ４１ １．８０±０．９９

职称

　初级及以下 ３１ １．５２±１．０２ ５．２２５０．００８

　中级 ２７ ２．０４±１．０６

　高级 １５ ２．５４±０．６６

学历

　中专 １３ １．３６±１．２１ ６．２１００．００３

　大专 ３８ １．７１±１．０４

　本科 ２２ ２．４５±０．６０

全科医师证书

　培训并已获得证书 ３８ ２．３９±０．７９ ５．１０３ ０．０００

　未获得 ３５ １．３４±０．９７

接受短期教育

　３个月以内 ５１ ２．０６±０．９６ ２．２６４ ０．０２７

　半年以前 ２２ １．４８±１．０８

隶属单位性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５７ ２．００±０．９８ １．４０６ ０．１６４

　私人诊所 １６ １．５７±１．１５

　　：为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犉值，余检验统计量值为狋值。

２．１．１　对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知识水平比较　答对降压目标

４５名（６１．６％）；答对首选药物５４名（７４．０％）；答对联合用药

方案４６名（６３．０％）；全部答对２７名（３７．０％），平均得分

（１．８９±１．０２）分。其中７名为０分，２１名１分，１８名２分，２７

名３分。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知识得分在不同工龄基层医生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参加全科医师规范培

训并获得证书的医生得分较没获得全科医生证书的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３月内参加过继续医学教育的医生得

分较未参加的医生得分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不

同职称、不同学历医生掌握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知识得分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结果见表１。

２．１．２　得分单因素分析　以基层医生对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

基础知识得分为标准，得分与基层医生学历、是否参加全科医

生规范化培训、目前职称等之间均存在相关性，相关系数（狉）分

别为０．３８１（犘＝０．００１）、０．５１８（犘＝０．０００）、０．３６１（犘＝

０．００３）。近３个月内有参加短期继续教育也与得分相关（狉＝

０．２５９，犘＝０．０２７）。

２．１．３　对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得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正

确估计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将得分作为因变量，将影响因素学

历、是否参加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并获得证书、职称、近３个月

参加培训４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入

和剔除回归方程的α分别为０．０５和０．１０。分析结果表明，是

否参加全科医师规范培训并获得证书是掌握糖尿病患者血压

管理知识好坏的主要影响因素。

２．２　对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基本理念调查结果　见表２。

表２　　基层医生对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基本理念回答情况［狀（％）］

项目 正确 错误

严格控制血压可以减少糖尿病患者的大血管并发症和微血管并发症 ６４（８７．７） ９（１２．３）

糖尿病患者，无论其血压处于什么水平，都要进行非药物治疗 ６４（８７．７） ９（１２．３）

糖尿病患者合并血压升高者，药物降压时单药不能达标应尽早联合用药 ６７（９１．８） ６（８．２）

采用规范化和个体化相结合的治疗 ６９（９４．５） ４（５．５）

降压并使血压长期达标 ７０（９５．９） ３（４．１）

降低患者血压水平只是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目的 ６０（８２．２） １３（１７．８）

血压测定时读数应该精确到２ｍｍＨｇ ３３（４５．２） ４０（５４．８）

２．３　接受继续医学教育意愿及影响因素　选择“愿意”７０名

（９５．９％），“无所谓”３名（４．１％），无“不愿意”。影响医生参加

培训的因素主要是工作繁忙没时间４２名（５７．３％），信息不通

畅２８名（３８．４％），经费不足２５名（３４．２％）等，其中影响部分

人员参加培训的因素有两个及以上。

３　讨　　论

糖尿病患者的高血压患病率是无糖尿病患者的１．５～３．０

倍，不少糖尿病并发症可被高血压所加速。患有糖尿病的高血

压患者进行积极有效的降压治疗，不但可以降低心血管事件的

发生率，还可以避免或延缓某些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糖尿病

患者血压严格控制的益处超过了血糖控制。降低血压是防治

糖尿病并发症、降低病死率的手段之一。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

究（ＵＫＰＤＳ）证明，强化降压治疗显著降低了糖尿病相关终点

事件的风险，糖尿病相关的死亡也显著减少［８］。

要控制好糖尿病患者的血压，取决于患者对治疗方案的依

从性，更取决于医护人员对糖尿病患者的血压管理水平。本调

查结果显示，７３名基层医生中答对降压目标４５名（６１．６％）；

答对首选药物５４名（７４．０％）；答对联合用药方案 ４６名

（６３．０％）；全部答对的医生仅２７名（３７．０％）。说明大部分基

层医生还未能完全掌握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知识。

在基层医生对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基本理念中，由于设计

的７个基本理念均为正向条目，回答正确率较高，但每一个条

目都有回答错误的，说明部分医生还没有真正理解降压的目

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０９年基层版）公布已有２年

多，但是基层医生的实际掌握情况仍然不太好，应该继续加强

基层医生对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知识水平［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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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的７３名基层医生对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知识平均

得分为（１．８９±１．０２）分，处于中等水平。本调查结果显示，不

同性别、工龄的医生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在学历、是否参加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目前职称等与得分之

间存在相关性，本科学历者得分高于大中专学历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１）；参加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并获得合格证

书者得分高于没有证书的医生，近３个月内参加过继续医学教

育的医生得分较未参加的医生得分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说明学历教育、规范化培训、近期培训均有利于

医生专业水平的提高。在调查中发现愿意参加培训的医生有

７０人（９５．９％），无所谓３人（４．１％），无人不愿意，说明绝大多

数医生希望通过培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

目前，中国糖尿病患者的控制率较低，疾病的管理水平与

卫生服务需求尚存在较大的差距，管理好糖尿病患者的高血压

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高血压糖尿病防治不仅是医生个人

行为，而应由政府主导，专家指导培训，媒体宣传教育，企业支

持参与和基层实施落实，共同来完成的一项社会工程。

参考文献：

［１］ ＹａｎＬ，ＮｉｃｏｌｅＬ，ＷｕＹＦ．Ｓａｌｔ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Ｃｕｒｒ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

ＲｉｓｋＲｅｐ，２０１１，５（２）：１８０１８６．

［２］ ＹａｎｇＷ，ＬｕＪ，ＷｅｎｇＪ，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

ｍｏｎｇ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１０，

３６２（１２）：１０９０１１０１．

［３］ ＣｈｏｂａｎｉａｎＡＶ，ＢａｋｒｉｓＧＬ，ＢｌａｃｋＨＲ，ｅｔａｌ．ＪＮＣ７Ｃｏｍ

ｐｌｅｔｅ ｒｅｐｏｒｔ：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２００３，４２（６）：１２０６１２５２．

［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

ｓｉｏｎｉｎａｄ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ａｒｅ，２００３，２６

（１）：Ｓ８０８２．

［５］ ＦａｇａｎＴＣ，ＳｏｗｅｒｓＪ．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ｉｓｋｓａｎｄｇｒｅａｔｅｒ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ｒａｐｙ［Ｊ］．

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１９９９，１５９（１０）：１０３３１０３４．

［６］ 刘力生，王文，姚崇华．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０９年基层

版）［Ｊ］．中华高血压杂志，２０１０，１８（１）：１１２９．

［７］ 张雪扬，杜建玲．糖尿病患者的血压管理［Ｊ］．中国实用内

科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３）：２０８２１０．

［８］ ＵＫ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Ｔｉｇｈｔ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ｒｉｓｋｏｆｍａ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ＵＫＰＤＳ３８）［Ｊ］．ＢＭＪ，

１９９８，３１７（７１６０）：７０３７１３．

［９］ ＡｄｌｅｒＡＩ，ＳｔｒａｔｔｏｎＩＭ，ＮｅｉｌＨＡ，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ｓ

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ｉｔｈｍａ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ＵＫＰＤＳ３６）：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ＢＭＪ，２０００，３２１（７２５８）：４１２４１９．

［１０］陈刚．在社区开展糖尿病二级预防措施的探讨［Ｊ］．重庆

医学，２００９，３８（１４）：１８１０１８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０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１０）

（上接第３６２０页）

　　 ［Ｊ］．ＡｎｎＲＣｏｌｌＳｕｒｇＥｎｇｌ，２００４，８６（２）：１０８１１２．

［５］ 邓昌，郭炜．四肢开放骨折治疗新进展［Ｊ］．中国矫形外科

杂志，２０００，７（１０）：１０１１１０１２．

［６］ 杨雪英，陈华，郑慧琼，等．１４８例腹部手术切口感染调查

及对策［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０５，１５（８）：８８６８８７．

［７］ ＡｎｇｌｅｎＪＯ．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ｏａｐａｎｄ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ｂｏｐｅ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ｗｏｕｎｄｓ．Ａｐｒｏ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ｓｔｕｄｙ［Ｊ］．Ｊ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Ａｍ，

２００５，８７（７）：１４１５１４２２．

［８］ ＭｕｅｌｌｅｒＳ，ＶｏｇｔＰＭ，ＲｅｉｎａｕＨＵ，ｅｔａｌ．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ｒｅｍｏ

ｖ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ｏ 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Ｊ］．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２１２（１）：７７８１．

［９］ＢｅｕｋｅｌｍａｎＣＪ，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ＡＪ，ＨｏｅｋｓｔｒａＭＪ，ｅｔａｌ．Ａｎｔｉ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ｌｉｐｏｓｏｍａｌｈｙｄｒｏｇｅｌｗｉｔｈｐｏｖ

ｉｄｏｎｅｉｏｄｉｎｅ（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Ｒ）ｆｏｒ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ｉｎｖｉｔｒｏ［Ｊ］．

Ｂｕｒｎｓ，２００８，３４（６）：８４５８５５．

［１０］ＬａｎｇｅｒＳ，ＢｏｔｔｅｃｋＮＭ，ＢｏｓｓｅＢ，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ｌｙｖｉ

ｎｙｌｐｙｒｒｏｌｉｄｏｎｅｉｏｄｉｎｅｌｉｐｏｓｏｍａｌｈｙｄｒｏｇｅｌｏｎｗｏｕｎｄｍｉ

ｃｒｏ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ＫＨＩｈｒｈａｉｒｌｅｓｓ ｍｉｃｅ［Ｊ］．ＥｕｒＳｕｒｇ

Ｒｅｓ，２００６，３８（１）：２７３４．

［１１］杨高松，张芮，冯永强，等．不同碘制剂对人皮肤成纤维细

胞黏附和增殖的影响［Ｊ］．中国现代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０

（３）：３４６３５３．

［１２］ＭｕｒｌｅｙＪＳ，ＫａｔａｏｋａＹ，ＷｅｙｄｅｒｔＣＪ，ｅｔａｌ．Ｄｅｌａｙｅｄｒａｄｉ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κＢ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ｉｎ

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ｉｎｈｕｍａｎｍｉ

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ａｆｔｅｒ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ｔｈｅ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ｅｒ ＷＲ１０６５［Ｊ］．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ＢｉｏｌＭｅｄ，

２００６，４０（６）：１００４１０１６．

［１３］ＳａｓｓｏｎＣ，ＫｅｎｎａｈＡ，ＤｉｎｅｒＢ．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ｗｏｕｎｄ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ｏｒｓａｌｉｎｅ［Ｊ］．Ｉｓｒａｅｌ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

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５，５（４）：３６．

［１４］ＴｒｅｖｉｌｌｉｏｎＮ．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ｗｏｕｎｄｓｗｉｔｈｓａｌｉｎｅｏｒｔａｐｗａｔｅｒ

［Ｊ］．ＥｍｅｒｇＮｕｒｓｅ，２００８，１６（２）：２４２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０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１８）

８２６３ 重庆医学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４１卷第３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