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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健康教育对初诊中青年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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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模式现代化%社会老龄化的不断发展"糖尿病发

病率正逐年增加"已成为一种全球性常见病%多发病"是继肿

瘤%心脑血管疾病之后第三位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研究显示"中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已上升至
!!#20

#其中"男性患病率为
!-#!0

"女性患病率为
!!#.0

$"中国已

成为糖尿病患者人口大国(

!

)

!糖尿病是常见的慢性终身性疾

病"其治疗目的在于控制血糖"减少或延缓并发症的发生(

-

)

*而

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指的是糖尿病患者为以科学合理控制血

糖%减少糖尿病对身体的损害而进行的行为(

$

)

!中青年糖尿病

患者大多由于生活节奏快%工作及生活压力大%负担重"无暇顾

及健康问题"加之主观上缺乏自我保健意识"不注重健康的生

活方式"不但引起许多疾病而且存在许多潜在危险因素"引起

慢性疾病(

,

)

!为此"笔者运用中文版糖尿病自我管理及障碍问

卷#

7?_

$

(

/

)调查中青年初诊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情况"并探

讨依托微信群开展健康教育"对中青年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

为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在本院就诊的糖尿病患者#包括门诊及住院$

中"选择符合
!111

年
Ub]

糖尿病诊断标准的初诊中青年

#

!5

!

2/

岁$

-

型糖尿病患者
!-/

例"排除合并严重并发症%精

神病和认知功能障碍者"使用智能手机"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先

按就诊顺序进行编号"运用
=7==!"#.

软件产生三位数的随机

数字"尾数为奇数的
2-

例为干预组"尾数为偶数的
2$

例为对

照组"

-

组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其中"干预组男
-1

例"女
$$

例"平均#

/-#"a1#,

$岁"加入微信群444糖尿病健康

家园中青年组"开展糖尿病相关健康教育!对照组男
-2

例"女

$"

例"平均#

/!#1a!.#"

$岁"进行常规的健康教育干预"半年

后随访对比两组自我管理行为评分情况!

!##

!

方法

!###!

!

调查工具
!

#

!

$基本资料调查包括'性别%年龄%身高%

体质量%体质量指数%婚姻%文化程度%职业%收入%既往史%家族

史%生活习惯%饮食%运动习惯%生化指标检查等*#

-

$自我管理

行为调查'采用中文版糖尿病自我管理及障碍问卷#

7?_

$"该

量表信度为
.#5"2

"效度为
.#12.

!

7?_

共有
5

个分问卷'饮

食知识和技巧%饮食决策%饮食问题%饮食障碍%用药问题%用药

障碍%血糖监测障碍%运动障碍!总分范围为
F2

!

-1

分"得分

越高"代表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水平越差"在日常生活中所遇

到的障碍越多!

!####

!

教育方法
!

微信群干预组'建立微信群"群名称为糖尿

病健康家园中青年组"群内成员包括'

!

名副主任医师%

!

名中

医师%

$

名糖尿病专职教育护士%

"

名公共营养师%

!

名运动师%

--

名联络护士及
2-

例干预组患者!由专职教育护士定期推

送糖尿病基础知识%糖尿病控制目标%血糖的自我管理%饮食控

制%运动治疗%口服药的选择与运用%胰岛素规范使用%并发症

的预防等"在微信平台上患者可与医护人员"甚至是患者之间

都可进行网上交流与互动"讨论自身或者病友的血糖%饮食或

者病情等"当涉及到糖尿病治疗与护理疑难问题"则由副主任

医师进行.中国
-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解读!每周对饮食%运

动%血糖监测%用药等执行情况进行评价!每季邀请全部干预

组患友举办
!

次大型糖尿病教育"鼓励患者主动参与"并针对

各种需熟练掌握的内容以竞赛%答辩%有奖问答的形式"以检查

患者接受与掌握的程度"总结患者对疾病认识%自我管理%用药

等多方面的误区"加以纠正与强化培训教育!对照组'接受医

院常规的疾病指导%健康教育"每月来院进行
!

!

-

次面对面的

教育"发放糖尿病基本知识%治疗%用药的相关资料"提供咨询

服务!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量资料以
Ea7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1

检

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两组人群在干预前自我管理行为各条目评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通过微信群444糖尿病健康家园中青年

组"干预管理并随访半年后发现"干预组的糖尿病患者在饮食

知识和技巧%饮食决策%饮食问题%饮食障碍%用药问题%用药障

碍%血糖监测障碍%运动障碍评分均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而对照组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评分中"只有用药

问题%用药障碍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他无明

显改善!半年后随访干预组在饮食知识和技巧%饮食决策%饮

食问题%饮食障碍%血糖监测障碍%运动障碍
2

个项目评分低于

对照组#

!

$

.#./

$"见表
!

!

表
!

!!

中青年糖尿病患者微信群教育干预前后自我管理行为评分比较&

Ea7

'分(

项目 条目数#

)

$

微信群教育组#项目平均得分$

干预前 干预后随访

对照组#项目平均得分$

干预前 干预后随访

饮食知识和技巧
2 -.#$2a/#/$

!.#$5a-#51

'/

-.#!.a2#2, !5#$"a/#,2

饮食决策
2 --#-,a2#,"

!/#$.a/#-$

'/

-$#-/a"#$/ -.#-5a2#-1

饮食问题
$ -"#!1a"#!$

!5#-,a2#1"

'/

-2#/5a2#!1 -$#-,a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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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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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1

期

'

基金项目!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基金资助项目#

-.!/".-1

$!

!

作者简介!刘佳#

!15.F

$"主管护师"本科"主要从事临床护理%护

理管理研究!

!

&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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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中青年糖尿病患者微信群教育干预前后自我管理行为评分比较&

Ea7

'分(

项目 条目数#

)

$

微信群教育组#项目平均得分$

干预前 干预后随访

对照组#项目平均得分$

干预前 干预后随访

饮食障碍
" !1#,,a5#"$

1#/5a-#5/

'/

!1#$5a2#2- !5#,$a,#/"

用药问题
! !"#!5a$#11

1#$2a-#5"

'

!"#-!a,#/"

1#-/a$#15

'

用药障碍
" !1#!,a2#"1

1#!1a-#2/

'

!1#.1a/#25

1#!,a-#22

'

血糖监测障碍
" -5#1!a"#-"

!/#15a2#$2

'/

-5#1/a5#!/ -2#"1a"#,$

运动障碍
2 -/#-$a2#2"

!2#$5a,#/1

'/

-,#-"a/#,, !1#$!a/#$-

!!

'

'

!

$

.#./

"与干预前比较*

/

'

!

$

.#./

"与对照组干预后比较!

"

!

讨
!!

论

"#!

!

中青年初诊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调查分析
!

有研究

指出"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水平偏低"有待于进一步的改善(

2

)

!

且由于糖尿病患者自我护理的长期性%复杂性以及日常生活诸

多方面改变的特性"患者的依从性不够理想(

2

)

!糖尿病的治疗

措施主要包括饮食控制%运动锻炼和药物治疗"其中有
150

属

于自我护理!美国糖尿病协会#

@?@

$和美国糖尿病教育协会

认为"自我管理是糖尿病治疗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对患者自

我护理的评价与血糖控制措施结合"可以为医生%糖尿病教育

工作者评估患者和调整治疗提供必要的数据!糖尿病患者在

进行积极治疗与他人护理的同时"有效系统的自我护理行为能

够改善自身的心理状态%调节心理目标"从而保持乐观的生活

态度"提高治疗有效率"降低病死率与并发症发生率!中青年

患者已成为
-

型糖尿病患者中不可忽视的群体"其总体自我管

理水平不理想"这与郑婕(

"

)的研究结果相同!

从自我管理行为评分情况来看"

5

个项目中用药问题及用

药障碍评分最好"而饮食问题及运动障碍评分最差"说明大部

分患者对服药的认知是最好"他们普遍认为无论是什么疾病"

只要坚持用药"病情一定可以得到控制"忽略了饮食控制%运动

锻炼及血糖监测对糖尿病患者治疗带来的益处!且由于中青

年患者大都承担工作%生活压力"不能做到糖尿病治疗性饮食"

很难坚持锻炼"自我管理的行为需要克服较多的困难!

"##

!

依托微信平台开展健康教育"对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

为的影响
!

通过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可以使其自主

的%有效的改善身体的各项机能"提高身体素质和免疫力"养成

良好的自我管理习惯(

5

)

!传统的糖尿病健康教育主要以填鸭

式普及教育为主"如集中授课%发放资料等"而随着互联网及信

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糖尿病健康教育方式上"逐渐衍生出了

通过
AEH(IG

%

__

%微信%飞信%微博等新方式!本次研究观察的

!-/

例患者均为初诊糖尿病"自我管理水平均处于较差的水

平"通过微信群"可实时得到相关知识的解答"接受有益于疾病

控制的相关内容"并可根据患者的个人情况"实现+一对一,强

化教育"且相同情况与经历的患者也可在平台上针对各种主题

展开讨论互动"自我管理好的患者可献身说法"使自我管理差

的患者逐渐好转*徐璐等(

1

)研究也发现"微信能够突破时间%地

域和经济等方面的限制"能有效地实行医院后的延续护理服

务"提高患者的遵医嘱行为及住院的满意度!

本研究中建立的微信群成员包括'

!

名副主任医师%

!

名中

医师%

-

名内分泌科医师%

$

名糖尿病专职教育护士%

"

名公共

营养师%

!

名运动师%

--

名联络护士!由医师负责糖尿病相关

知识及诊治指南普及%专职教育护士教授患者正确使用胰岛素

或口服用药%规范的自我血糖监测%营养师负责教授饮食知识%

烹饪技巧%正确选择*运动师指导患者如何科学的做好运动锻

炼*联络护士则负责将非内分泌科的符合条件的患者入组"在

群内发挥各自作用"使中青年糖尿病初诊患者的饮食知识和技

巧%饮食决策%饮食问题%饮食障碍%血糖监测障碍%运动障碍
2

个项目评分均得到了改善!并通过医护人员的指导"进行自我

管理干预"进一步加强医护与患者之间的沟通"改善护患关系"

促进医院与患者的健康共同发展(

!.

)

!

微信软件安装在手机上"安全免费"使用便捷"产生的上网

流量也不多"推送内容丰富"包括各种资料%文字%图表%视频

等"可做到图文并茂"吸引患者眼球"在糖尿病网络教育时代具

有重要的使用价值!研究中入组群体为初诊中青年糖尿病患

者"易于接受此种方式"因此"此方法值得进一步推广!但对于

一些年龄大%文化层次低的患者群体"使用还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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