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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足部护理行为测量工具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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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

糖尿病'足'护理'测量工具

!中图法分类号$

!

D2-61'

!文献标识码$

!

0

!文章编号$

!

!H-!B5625

"

'"!5

#

"!B"!'"B"6

!!

'"!3

年联合国峰会数据显示全球糖尿病患者已经接近
2

亿!且仍在加速增长!因糖尿病造成的花费高达
H!'"

亿美

元)

!

*

"糖尿病足是下肢远端神经异常和下肢远端外周血管病

变相关的足部感染%溃疡和#或$深层组织破坏)

'

*

!是糖尿病最

常见%花费最大且最为严重的慢性并发症之一)

6

*

"糖尿病患者

中糖尿病足的患病率高达
'34

)

2

*

!

3

年病死率超过
2"4

)

3

*

"

但患者足部症状大多表现隐匿)

H

*

!易被忽视)

-

*

(故一旦发生!治

疗难度大!所以预防非常重要)

5

*

"预防其发生最有效手段之一

即为糖尿病患者的足部护理行为"如何了解患者足部护理行

为情况!就需要一个能够全面%快速地评估患者足部护理问题

的测量工具!以发现患者存在的问题!纠正患者的不良行为!防

止或延缓糖尿病足的发生)

7

*

"鉴于此!对目前应用于糖尿病患

者足部护理行为的测量工具做一综述!以期为进一步建立科

学%完善并适合于我国的测量工具提供参考"

!

!

糖尿病患者足部护理行为专用测量工具

!1!

!

诺丁汉足部护理功能问卷#

%RTT$%

]

;?#?::<::#<%TRY

YM%XT$R%?AYRRTX?=<

!

G099

$

!

G099

是由
ÔGF(OG

等)

!"

*于

'""-

年开发的专门用以评估糖尿病患者足部护理行为的测量

工具"该问卷共设有
'7

个条目!未分维度!主要涉及的方面

有&鞋袜选择行为%足部损伤危险行为%足部损伤的处理行为以

及足部检查行为等"根据患者近期足部护理行为发生的频率!

采用
"

!

6

分
2

级类似
O$N<=T

评分法计分!得分范围
"

!

5-

分!

得分越高!足部护理行为越好"问卷内部一致性
F=R%W?X;f:

*

为
"136

!相对较低!重测信度为
"156

!无效度检验"部分研究

中用其评估患者足部护理行为)

!!B!'

*

"由于问卷信度不理想!

重测信度间隔时间短!因此研究中使用时大多都做了修订"

*0*0

等)

!6

*报道!

G099

近似条目较多!且不适合当地文化和

气候!因此修订了
!"

个条目的
G099

简化版"李静)

!2

*也对

G099

进行了翻译%调整和删减!得到
'2

个条目的中文版诺丁

汉足部护理功能问卷#

FG099

$"

G099

的优点是其涵盖糖尿病足部护理行为方面较全&但

其也存在缺点!首先
G099

是以其机构自身规程设置的初始

条目池!其次
G099

选项设置方式多样!且足部护理涵盖同一

类型重复问题较多!此外
G099

的样本量较小!回收率低!重

测信度测量间隔时间较短且内部一致性不理想"

!1"

!

糖尿病足部自护行为量表#

U$?W<T<:YRRT:<AYBX?=<W<;?VB

$R=:X?A<

!

/9+*+

$

!

/9+*+

是
F&̂ G

等)

!3

*于
'"!6

年开发的专

门针对
'

型糖尿病患者的足部自护行为的测量工具"量表包

含
!

个维度
-

个条目!分别为&#

!

$照护者检查自己的足底(#

'

$

照护者检查自己的趾缝(#

6

$照护者清洗自己的趾缝(#

2

$照护

者洗脚后擦干自己的脚趾(#

3

$如果皮肤干燥!照护者在自己足

部擦保湿乳(#

H

$在穿鞋之前!照护者检查自己鞋的里面(#

-

$照

护者慢慢适应新鞋"采用
3

级
O$N<=T

评分法!得分越高说明患

者的足部护理行为越好"量表内部一致性
F=R%W?X;f:

*

为

"1-6

!重测信度为
"17'

!累计方差贡献率
674

"由于量表开发

较晚!且未经过验证!目前并未得到广泛应用推广)

!H

*

"

/9+*+

的优点是简明短小!评估时间少于
3#$%

!能快速

地反映足部护理行为状况!且有良好的信度%效度(适用于快速

了解患者足部护理大致情况!评估足部护理行为内容相比糖尿

病自我护理行为量表#

:M##?=

Z

RYU$?W<T<::<AYBX?=<?XT$V$T$<:

d

M<:T$R%%?$=<

!

+/+F0

$广泛"

/9+*+

的缺点是此量表只涵盖

足部检查和保护方面的部分内容!并不全面!比如不包含鞋袜

选择等相关条目"故仍无法全面评估患者足部护理情况和存

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干预"除此之外!量表累计方差贡献率

较低!条目区分度也较差"

!1$

!

糖尿病足部自护问卷#

T;<U$?W<T$XYRRT:<AYBX?=<

d

M<:B

T$R%%?$=<

!

/9+e

$

!

/9+e

是西班牙作者
G0_0DD(B9O(DP+

等)

!-

*于
'"!3

年以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量表%疼痛测量工具以及

G099

等为依据!开发的专门用于评估糖尿病患者足部自护行

为的测量工具"问卷共包含
6

个维度#个人自我保健%足部病

变护理%鞋袜的选择$

!H

个条目"得分范围
3

!

5"

分!得分越

高!患者足部护理行为越好!问卷内部一致性
F=R%W?X;f:

*

为

"157

!评定者间信度
N?

@@

?

值为
"152

!累计方差贡献率

H"1554

!且问卷有较好的效标效度!其得分与糖化血红蛋白及

空腹血糖都呈显著负相关"目前!

/9+e

主要应用于当地的研

究中)

!5

*

!少见其他国家翻译使用"

/9+e

的优点是问卷包含内容相对较广!涵盖足部护理行

为较全面!能够评估患者足部护理!且此量表可以预测糖尿病

足溃疡的发生"缺点是!由于
/9+e

条目选项设置复杂!并且

其开发仅以测量工具等为依据!无指南或理论指导!因此使用

受到限制"

!1#

!

糖尿病患者足部护理行为问卷
!

糖尿病患者足部护理行

为问卷是刘瑾等)

!7

*于
'"!H

年根据国际糖尿病足工作组的+糖

尿病足国际临床共识,中足部护理建议!设计用于评估糖尿病

患者各方面的足部护理行为的问卷!该调查工具共包含
!-

个

条目!未分维度!主要涉及鞋袜选择行为%足部损伤危险行为%

足部损伤的处理行为及足部日常护理行为等方面的内容"采

用
2

级
O$N<=T

评分法!得分范围
"

!

!""

分!得分越高足部护理

行为越好"优点是其涵盖足部护理行为方面较全且较精炼!能

快速评估患者足部护理情况!并且重测信度和内容效度均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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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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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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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作者简介%乔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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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

PB#?$A

&

b

$%

]

NM%

b

M?%

'dd

1XR#

"



好"缺点是问卷内部一致性
F=R%W?X;f:

*

系数仅为
"13!7

!不

是很理想"

!1B

!

糖尿病患者足部护理行为自设问卷
!

除上述国内外测量

工具外!国内的研究者还自行设计了一部分评估糖尿病足部护

理行为的自设问卷"其中包含足部护理行为多方面评估的测

量工具和针对足部护理行为某一方面的测量工具"多方面评

估的测量工具比较常用的有范丽凤等)

'"

*和马小艳等)

'!

*自行

设计的问卷"范丽凤等)

'"

*评估的足部护理行为内容主要包括

日常足部护理行为%鞋及袜选择行为%趾甲修剪行为
2

个方面(

马小艳等)

'!

*评估的足部护理行为内容主要包括足部的清洁与

护理和足部检查等内容"针对足部护理行为某一方面的测量

工具如沈杰等)

''

*自行设计的鞋袜选择相关行为的问卷"但不

论是多方面评估的测量工具还是针对某一方面的测量工具!其

共同点均为足部护理行为涵盖面较全!但都未经过严格的信

度%效度检验"

"

!

综合性测量工具中的足部护理行为部分

"1!

!

糖尿病自我护理行为量表#

:M##?=

Z

RYU$?W<T<::<AYBX?=<

?XT$V$T$<:

d

M<:T$R%%?$=<

!

+/+F0

$

!

+/+F0

由
E((*DPE

等)

'6

*

于
!77'

年开发!

'"""

年修订!为自我报告式量表!用于评估糖

尿病自我护理行为情况!包括
3

个维度
!!

个条目&饮食#

2

条$%锻炼#

'

条$%血糖监测#

'

条$%足部护理#

'

条$和吸烟状态

#

!

条$"

+/+F0

除吸烟和饮食的
!

个条目外!其他部分均为

评估患者在过去
-U

内糖尿病自我护理行为发生次数!采用近

似
O$N<=T

评分方法!得分范围
"

!

--

分!得分越高自我护理行

为越好!量表内部一致性
F=R%W?X;f:

*

为
"1H'

!重测信度为

"156

)

'2

*

"其中足部护理行为
'

个条目为 .在过去
-U

内!仔细

检查自己脚部有无问题的天数/和.在过去
-U

内!检查鞋子内

部的天数/!内部一致性
F=R%W?X;f:

*

为
"1-"

)

'2

*

"扩展版
+/B

+F0

)

'6

*又增加了
6

个足部护理条目&.在过去
-U

内!洗脚的次

数/.在过去
-U

内!泡脚的次数/及.在过去
-U

内!洗脚后擦干

脚趾缝的次数/!无信度%效度检验"

+/+F0

被翻译成多种语

言)

'3B'H

*

!用于数十个国家糖尿病患者自我护理行为的评估"

目前也有部分研究!将扩展版的足部护理条目单独用于评估患

者足部护理行为)

'-B'5

*

!但使用率并不高"

+/+F0

量表涵盖了糖尿病患者自我护理行为的各个方

面!能够快速了解患者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可作为全面评

估糖尿病患者护理行为的工具"然而由于其相对精炼!并且从

多个方面评估糖尿病患者自我护理行为!故对每个方面的评估

都不够细致!如足部护理方面&

!77'

年版
+/+F0

只有洗脚和

检查鞋子两个方面的内容(

'"""

年扩展版
+/+F0

虽然加入了

洗脚%擦干趾缝%泡脚等足部保护性和危险性行为!但依然不包

含鞋袜选择等方面的内容!因为鞋袜选择不当是导致糖尿病足

的重要原因)

'7

*

"因此
+/+F0

不能详细地了解患者足部护理

行为各方面中存在的问题!且其只考察了患者最近
-U

的状

况!不利于了解患者长期坚持情况"

"1"

!

糖尿病患者自我护理行为量表#

U$?W<T<::<AYBX?=<:X?A<

!

/+F+

$

!

/+F+

由
&KDOPL

等)

6"

*于
!77'

年开发"该量表以

社会认知理论为框架!研究对象是胰岛素依赖糖尿病患者!量

表共包含
3

个方面
'H

个条目&综合护理#

H

条$%饮食护理#

-

条$%胰岛素护理#

7

条$%运动#

'

条$及足部保健#

'

条$"

/+F+

采用
O$N<=T3

级评分法!从完全没有做到至完全做到!得分范

围为
'H

!

!6"

分!内部一致性
F=R%W?X;f:

*

为
"17"

"王瞡璇

等)

6!

*于
!77-

年对
/+F+

进行了翻译和修订!中文版
/+F+

包

含饮食控制%锻炼%遵医嘱服药%血糖监测%足部护理和高低血

糖预防
H

个方面!其中足部护理行为新增加了
6

个条目!量表

F=R%W?X;f:

*

为
"1H6

"中文版
/+F+

在我国应用也较广

泛)

6'B66

*

!且也有部分研究用于评估糖尿病患者足部护理行

为)

62B63

*

"但其与
+/+F0

相似!足部护理涵盖面也较少!共设

置了
3

个条目&#

!

$平时穿软底%宽松%透气的鞋袜(#

'

$每日检

查足部并在足部涂抹润肤露(#

6

$出外应酬仍穿软底%宽松%透

气的鞋袜(#

2

$按规定修剪趾甲(#

3

$足部有异常时立即找医护

人员处理"目前鲜有单独使用中文版
/+F+

的
3

个条目评估

糖尿病患者的足部护理行为的报道"

/+F+

增加了遵医嘱服药行为和高低血糖预防的评估!比

+/+F0

更加全面"使用
3

分
O$N<=T

评分法!相比于
+/+F0

.过去
-U

/的评分方法!能了解患者的长期护理行为执行情况"

不足的是
/+F+

的研究对象较局限!为注射胰岛素患者"并且

/+F+

与
+/+F0

相似!涵盖面多(但对每个方面的考察却不充

分!且
/+F+

题目设置较复杂!患者不易回答"除此之外!中文

版
/+F+

足部护理行为的
3

个条目无单独信度%效度检验"且

新增加的
6

个条目!均来自医护人员建议!所以对于从未接受

过医护人员健康教育的患者!此量表可能也并不适用"

$

!

小
!!

结

!!

目前!我国糖尿病患者足部护理行为量表的研究正处于起

步阶段!大部分是翻译国外的量表!再经过修订和文化调适!然

后应用于中国糖尿病患者足部护理行为的评估!尚缺乏目的%

信度%效度和测量所需时间均较理想的测量工具"所以!应加

强糖尿病患者足部护理行为量表的研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和

文化!具有较高信度%效度的测量工具!以快速%全面地评估患

者的足部护理行为!降低足部并发症的发生率!减少患者痛苦!

提高生活质量)

6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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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Ô_0G C(

!

<T?A1

0::RX$?T$R%RYU$?W<T$XYRRTMAX<=?%UU<?T;$%?

@

R

@

MA?B

T$R%BW?:<UXR;R=TY=R#T;<K%$T<U>$%

]

UR#

)

Q

*

1/$?W<T

C<U

!

'"!H

!

66

#

!!

$&

!276B!2751

)

H

*

&0GK\>19RRTX?=<N%R̀A<U

]

<?%U

@

=?XT$X<:?%UT;<

@

=<V?A<%X<RY

@

<=$

@

;<=?A%<M=R

@

?T;

Z

?#R%

]

)<R

@

A< $̀T;

U$?W<T<:?TT<%U$%

]

?:<XR%U?=

Z

X?=<=M=?A;R:

@

$T?A$%

:RMT;<=%̂ %U$?

)

Q

*

1Q9?#$A

Z

C<U)=$#F?=<

!

'"!6

!

'

#

!

$&

'-B6'1

)

-

*

\KPO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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