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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及老龄化进程的加

速#糖尿病患病率呈快速上升趋势$据调查研究显示
!6-6

年

我国糖尿病成人患病率达到
9.2&

#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超过

9666

万人&

-

'

$糖尿病不仅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而且

其产生的并发症较多#对患者身心危害大$所以#糖尿病治疗

的目标是合理的控制血糖#避免或延缓并发症的发生$只有全

面%综合地进行血糖管理#才能尽快达到治疗目标$由于受医

疗资源%经济条件等影响#大多数患者都是在家中进行管理$但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患者院外自我管理处于较低水平#血

糖得不到有效控制#引发各种急慢性并发症&

!

'

$本研究通过对

使用基础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进行
%

个月的院外随访#探讨医%

护%患三者共同参与的糖尿病综合管理对提高血糖达标率#提升

自我管理能力#延缓并发症发生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6-8

年
-\/

月
26

例次本院使用甘精

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其中男
,6

例#女
%6

例#年龄
%!

#

76

岁#

平均!

/6.%9f9.76

"岁$纳入标准,!

-

"符合
-999

年
CVd

糖

尿病的诊断标准+!

!

"空腹血糖!

4'Y

"大于
7.6KKLF

*

X

+!

%

"无

严重急慢性糖尿病并发症+!

,

"第一次使用甘精胰岛素+!

8

"能

根据医嘱坚持注射
%

个月以上$排除标准,!

-

"有严重急慢性

糖尿病并发症+!

!

"非初次使用基础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

%

"

患者因各种原因难以完成随访者!如异地患者#不使用手机患

者"+!

,

"年龄大于
76

岁或小于
-!

岁+!

8

"妊娠+!

/

"精神病史$

".#

!

方法

".#."

!

成立院外血糖管理团队
!

由
-

名医生%

!

名教育护士%

-

名营养师组成$医生根据标准筛选符合要求的患者入组#健

康教育护士一对一的针对每位入组患者进行首次评估#登记并

进行教育指导$

!

名教育护士完成
%

个月短信和电话随访工

作#

,

名团队成员共同完成患者的教育指导#解决患者院外存

在的问题$

".#.#

!

确定随访的工具
!

使用
%YI'BJ

将患者的基本信息%

胰岛素使用剂量%

4'Y

的监测值%糖化血红蛋白值!

V])-O

"%

是否达标等内容进行记录$

%YI'BJ

随访系统主要是通过系

统可以自动发送教育相关短信至患者手机上并将患者回复的

疾病相关信息记录于
I'BJ

中个人资料栏内#

I'BJ

记录数据最

终通过软件系统以
ĜO=F

表格形式进行数据导出#有利于数据

的收集%统计$自行设计糖尿病知识问卷表评估患者的糖尿病

相关知识掌握程度$

".#.!

!

定期随访评估
!

除教育护士一对一进行首次评估外#

分别于第
-

%

!

%

%

%

,

%

7

%

-!

周利用
I'BJ

对患者进行短信及电话

随访#短信主要是群发糖尿病教育相关知识并让患者回复院外

血糖监测值及胰岛素用量至
I'BJ

中$电话随访主要了解患者

院外情况#解答患者疑问并重点提醒患者需注意的事项$

".#.$

!

鼓励患者参加医%护%患互助小组
!

每个月底召回病员

进行互助小组活动
-

次#除根据患者院外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

地开展知识讲座外#医%护%患三者加强沟通%交流#让患者交流

心得体会#有利于共同制定控糖目标#提升患者的治疗信心#增

加相关知识#改变患者的不良行为$

".!

!

效果评价
!

随访
%

个月后观察
4'Y

%

V])-O

指标变化#

掌握患者在随访
%

个月期间发生低血糖频率及原因$对自行

设计的糖尿病知识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本问卷共设计有

2

个糖尿病知识维度#共
!7

个条目#每个维度下设
,

个相应知

识条目#包括饮食知识%运动知识%注射知识%低血糖知识%血糖

监测知识%足部护理知识%定期随访知识$采用
%

级评分法#掌

握知识只有
-

个条目及以下评为差!

-

分"#掌握
!

#

%

个条目

评为了解!

!

分"#掌握全部
,

个条目知识评为 好!

%

分"#评分

越高#说明糖尿病相关知识掌握越好$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11-9.6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用
#f$

表示#采用配对
%

检验#以
&

'

6.68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随访前后代谢性指标变化
!

随访
%

个月完毕后空腹血糖

及
V])-O

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6-

"$见表
-

$

表
-

!!

随访前后患者代谢性指标
4'Y

&

V])-O

!!!

的比较$

#f$

%

时间
4'Y

!

KKLF

*

X

"

V])-O

!

&

"

随访前
-%.62f,.7, 7.9-f!.!%

随访后
8.78f6.7, 2.6-f-.%/

&

'

6.6-

'

6.6-

#.#

!

随访前后糖尿病相关知识掌握程度
!

随访
%

个月完毕后

患者在饮食%运动%低血糖预防%足部护理%胰岛素注射%血糖监

测及随访方面知识得分明显优于随访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6.68

"$见表
!

$

#.!

!

随访期间低血糖发生率
!

本次随访中共有
-!

例#

-8

次

发生低血糖$男
7

例#女
,

例$其中
%

例发生过
!

次低血糖#

9

例次发生于餐前低血糖#

-

例睡前低血糖#

!

例运动中出现低血

糖#

%

例空腹低血糖#但最低血糖值为
%./KKLF

*

X

#由于护士

一直追踪教育指导#所有患者都能及时给予正确对症处理#心

慌%饥饿等症状得到明显缓解#防止了血糖进一步下降后产生

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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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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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7

期



表
!

!!

糖尿病知识掌握程度比较$

#f$

%

时间 饮食知识 运动知识 低血糖知识 足部护理知识 注射知识 血糖监测 随访知识

随访前
-.!/f6.,2 -.-!f6.%! -.-6f6.-! -.66f6.66 -.-%f6.%, -./2f6.2/ -.-9f6.%9

随访后
!./!f6.,6 !.%8f6.8! !.%7f6.,- !.66f6.%, !.%2f6.,9 !.29f6.,- !.6!f6.%-

&

'

6.68

'

6.68

'

6.68

'

6.68

'

6.68

'

6.68

'

6.68

!

!

讨
!!

论

!!

我国糖尿病患者数量已跃居于全球第一位$在有限的医

疗资源条件下#糖尿病慢性病更多的需要患者在院外管理好血

糖#提升自我管理能力#从而提高生活质量$英国医学会报告

指出#慢性病患者应该掌握和控制自己的病情#提高自我管理

状况#而不是让疾病来领导生活&

%

'

$所以#医院是高水平医疗

资源集中的地方#其功能与职责及服务理念应不断适应医学模

式的转变#将服务管理延伸至院外#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趋势&

,

'

$

血糖监测是评估糖尿病病情的基本手段#也是医患之间沟

通互动的重要桥梁&

8

'

$低血糖是胰岛素治疗过程不可避免的

一个安全问题$也是影响血糖严格控制的最主要因素#其不但

可以抵消长期血糖控制带来的益处#更严重的是可以诱发心脑

血管疾病的发生#造成心脑等重要器官的永久性损害#甚至危

及生命&

/

'

$本次随访低血糖原因分析发现
!

例与运动量过大

有关$患者追求大运动量#一味追求快速降低血糖#反而引发

低血糖发生#说明患者运动相关知识欠缺$多数与未按时进餐

及进餐量偏少有关#大多数患者由于知识缺乏#为尽早达到控

糖目标#在进食少或两餐间隔时间长的情况下#仍按原有胰岛

素剂量进行注射#易导致低血糖发生$

-

例患者由于自行调整

加大胰岛素用量引发全天血糖偏低$因此#预防低血糖发生#

应从饮食%运动%用药%血糖监测等各个方面提高患者教育#提

升患者的遵医行为#强化对低血糖的认知度#从各个环节入手#

才能有效预防低血糖的发生$

1BFI>=RL;4LRE

等&

2

'认为#非住院治疗的糖尿病患者的治疗

依从性不如住院患者$由于糖尿病患者日常治疗多在院外#在

多次复诊过程中不断强化疾病及治疗理念#可潜移默化树立患

者的正确观念及治疗行为&

7

'

$电话和短信随访服务是将知识

与信念及沟通服务延伸至院外的一种有效方法$在本次研究

中#使用了
I'BJ

等现代化设备对患者进行了信息化的血糖管

理#解决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将网络现代化资源运用于教育

知识的传送#不仅方便%及时且可重复操作#简化了随访程序#

节约了人力资源#更有利于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是一种有效的

后续知识教育方式#不断加深了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

程度&

9

'

$

研究证明#健康教育可增强患者治疗的依从性#改善糖尿

病控制状况#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有助于节约医疗卫生部门

和患者双方的医疗费用&

-6

'

$医%护%患三者一体化的院外血糖

管理#让多位患者同时共享医疗资源的教育模式#不仅可以让

患者参与治疗全过程#共同制订控糖目标#提高患者主动参与

血糖管理的兴趣#持续的追踪%不断的教育强化#能在较短时间

内提升患者的糖尿病知识水平#促进自我管理能力提升#有效

地控制了血糖及延缓并发症的发生$

良好的医患沟通可有效降低因医患矛盾而造成的医疗纠

纷&

--

'

$医%护%患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加强了三者的互动%沟

通%交流#收获了患者的信任#增进了对医护人员的认可度#缓

解了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促进了医患关系的和谐$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是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利用现代化

信息设备和技术#将医%护%患一体化的血糖管理模式应用于#

教育团队对目标人群给予院外综合干预并注重教育效果评估#

不仅加强了糖尿病患者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等代谢指标的控

制#还提高了患者糖尿病相关知识水平#强化了预防低血糖的

意识#提升了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最终

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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