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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治疗依从性的护理干预

王晓妍

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人民医院  贵州铜仁  565100

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糖尿病患者进行胰岛素治疗期间的依从性问题，并评估护理干预措施对提高患者胰岛素治

疗依从性的效果。方法：在 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8 月期间，贵州省组，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糖尿病治疗和胰岛素治疗，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针对性的护理干预。评估指标包括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胰岛素知识和注射技术掌握程度以及血糖

指标变化。结果：通过 3 个月的观察，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明显提高，对胰岛素知识和注射技术的掌

握程度更高，血糖指标更为稳定。结论：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能有效提高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治疗依从性，有助于提高

治疗效果，稳定血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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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糖

尿病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类

健康的慢性疾病之一。胰岛素治疗作为一种有效控制血糖、

预防和减轻糖尿病并发症的重要手段，其治疗效果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患者的依从性。然而，由于胰岛素治疗需要患者

自行进行皮下注射，同时伴随着疼痛、出血等不适，使得许

多患者对此存在顾虑和抵触情绪，导致治疗依从性不佳，从

而影响治疗效果和病程控制。为了提高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

治疗依从性，开展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显得尤为重要。护理干

预不仅包括对患者进行胰岛素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的教育指

导，还包括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

心，改善其对疾病和治疗的认知态度。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护

理干预，旨在提高患者对胰岛素治疗的接受度，提升其自我

管理能力，从而提高治疗依从性，促进疗效的发挥，改善患

者的生活质量。尽管近年来对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治疗依从性

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如何更有效地提高患者

的治疗依从性，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糖尿病患者庞大、医

疗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2]

究基于实际临床情况，通过对糖尿病患者进行胰岛素治疗依

从性的观察和护理干预，旨在探索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的有

效策略，为临床提供科学依据，对提高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效

果、改善其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资料和研究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我院在 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8 月期间就诊，

并进行胰岛素治疗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共 46 例。患者年龄范

围为 45-75 岁，平均年龄为 58.2±9.5 岁。其中，男性患者

26 例，女性患者 20 例，男女比例为 1.3:1。所有患者均为

二型糖尿病患者，病程从新诊断到 10 年不等，平均病程为

5.8±3.2 年。

纳入标准：

1. 符合二型糖尿病诊断标准；

2. 年龄在 45-75 岁之间；

3. 无严重并发症，如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肾功能不全

等；

4. 无其他类型糖尿病治疗史；

5. 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1. 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肝肾功能不全等严重并发症

的患者；

2. 孕妇或哺乳期妇女；

3. 对胰岛素或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的患者；

4. 精神疾病或认知功能障碍，不能配合完成研究的患

者；

5. 未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患者。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基线数据方面，经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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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46 例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3 例。两

组患者在治疗方法上一致，差异在于护理干预的方式。

对照组：实施常规的护理方法，包括疾病知识的宣教、

用药指导、饮食运动的建议等。

干预组：为了提高糖尿病患者在进行胰岛素治疗期间

的依从性，我们在常规糖尿病治疗和胰岛素治疗的基础上，

实施了一系列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措施。首先，我们对所有患

者进行了详细的健康教育，包括糖尿病的基本知识、胰岛素

的作用机制、注射技巧、注意事项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等内容，确保患者能够充分理解胰岛素治疗的重要性，并掌

握正确的胰岛素使用方法。其次，针对患者可能存在的心理

问题，我们组织了心理疏导活动，通过一对一谈话、团体讨

论等形式，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减轻其焦虑、抑

郁等不良情绪。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

提供了个性化的护理服务。对于注射技巧掌握不熟练的患

者，我们提供了额外的操作指导和模拟训练，确保其能够熟

练进行胰岛素注射；对于依从性较差的患者，我们进行了深

入的原因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制定了相应的干预措施，

如增加随访频次、提供电话咨询服务等，以提高其治疗依从

性。此外，我们还注重对患者家属的教育和引导。通过家庭

访视、健康讲座等方式，向患者家属普及糖尿病相关知识，

让其了解患者在家庭中的特殊需要，增强其对患者的支持力

度，营造一个有利于患者康复的家庭环境。在整个护理干

预过程中，我们强调以患者为中心，充分尊重患者的意愿，

鼓励其积极参与到治疗和护理中来，形成医护患三方共同参

与、共同努力的良好局面。

1.3 观察指标

为了全面评估护理干预措施对提高糖尿病患者胰岛素

治疗依从性的效果，我们设定了以下观察指标：

1.3.1 依从性自测表

患者通过填写依从性自测表来评估其在胰岛素治疗期

间的依从性。该自测表主要包括合理饮食、规律服药、接受

胰岛素治疗、定时监测血糖等方面的内容，帮助医护人员全

面了解患者在家庭环境下的自我管理情况，从而评价其治疗

依从性。

1.3.2 胰岛素知识和注射技术掌握程度

通过采用医院自制的量表来评估患者对胰岛素治疗的

知识和注射技术的掌握程度。量表内容包括胰岛素治疗的意

义、胰岛素注射的部位及方法、胰岛素的储藏方式、低血糖

的症状及处理方法等。量表总分为 20 分，回答正确得 1 分，

部分正确得 0.5 分，回答错误不得分。通过该量表，我们可

以客观地评价患者在护理干预后对胰岛素治疗相关知识和

技能的掌握情况。

1.3.3 血糖情况

对患者进行定期的血糖监测，包括空腹血糖和餐后 2

小时血糖，以评估胰岛素治疗的效果。通过血糖情况的变化，

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患者在接受护理干预后血糖控制的情

况，从而评价护理干预的效果。

1.4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 x±sd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 值

小于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效果

通过对 46 例糖尿病患者进行为期 3 个月的护理干预，

我们观察并记录了患者在治疗依从性、胰岛素知识和注射技

术掌握程度以及血糖情况等方面的变化。

2.1 治疗依从性

通过依从性自测表的评分结果来看，干预组在护理干

预后治疗依从性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具体数据显示，干

预组的平均依从性得分为 18.4±1.218.4±1.2，而对照组为

16.3±1.516.3±1.5，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患者治疗依从性得分对比

组别 人数 平均依从性得分 标准差 P 值

干预组 23 18.4 1.2

对照组 23 16.3 1.5 <0.05

2.2 胰岛素知识和注射技术掌握程度

在 胰 岛 素 知 识 和 注 射 技 术 掌 握 程 度 方 面， 干 预 组

在 护 理 干 预 后 表 现 优 于 对 照 组。 干 预 组 的 平 均 得 分 为

17.8±1.017.8±1.0，对照组为 15.6±1.415.6±1.4，两组间

差异显著（P<0.05）。

表 2：患者胰岛素知识和注射技术掌握程度得分对比

组别 人数 平均得分 标准差 P 值

干预组 23 17.8 1.0

对照组 23 15.6 1.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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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血糖情况

在血糖控制方面，干预组患者在接受护理干预后空

腹血糖和餐后 2 小时血糖均有明显下降，而对照组下降

幅度较小。干预组空腹血糖从干预前的 8.2±1.58.2±1.5 

mmol/L 降 至 6.5±1.06.5±1.0 mmol/L， 餐 后 2 小 时 血

糖 从 10.5±2.010.5±2.0 mmol/L 降 至 8.0±1.58.0±1.5 

mmol/L。 对 照 组 空 腹 血 糖 从 8.5±1.68.5±1.6 mmol/

L 降 至 7.8±1.47.8±1.4 mmol/L， 餐 后 2 小 时 血 糖 从

11.0±2.111.0±2.1 mmol/L 降至 9.5±1.89.5±1.8 mmol/L。两

组患者血糖下降情况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患者血糖情况对比（mmol/L）

组别 空腹血糖
（干预前）

空腹血糖（干
预后）

餐后 2 小时血
糖（干预前）

餐后 2 小时血
糖（干预后） P 值

干预组 8.2 ± 1.5 6.5 ± 1.0 10.5 ± 2.0 8.0 ± 1.5 <0.05

对照组 8.5 ± 1.6 7.8 ± 1.4 11.0 ± 2.1 9.5 ± 1.8 <0.05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 46 例进行胰岛素治疗的二型糖尿病患者

实施为期三个月的护理干预，旨在探讨护理干预对提高患者

胰岛素治疗依从性的效果。结果显示，干预组在治疗依从性、

胰岛素知识和注射技术掌握程度以及血糖控制方面均优于

对照组，验证了护理干预在提升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治疗依从

性方面的有效性。

胰岛素治疗是二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重要手段，

但由于胰岛素的使用涉及到复杂的剂量调整、注射技术等问

题，患者的依从性普遍不高，这直接影响到治疗效果和疾病

预后。因此，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成为实现糖尿病有效管理的

关键。本研究通过提供全面的健康教育、心理疏导、个性化

护理服务等护理干预措施，有效提升了患者对胰岛素治疗的

认知和接受度，从而提高了其依从性。在健康教育方面，本

研究不仅向患者普及了胰岛素治疗的基本知识，还注重培养

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使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正确使用胰岛

素、监测血糖。这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教育模式，能够激发患

者的内在动力，提高其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依从性。

心理疏导方面，由于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在长期的

治疗过程中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这对治疗依从

性构成了严重威胁。本研究通过一对一谈话、团体讨论等形

式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其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缓解

不良情绪，从而提高依从性。个性化护理服务方面，本研究

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提供了针对性的护理服务，如对注射

技巧不熟练的患者进行操作指导和模拟训练，对依从性较差

的患者进行原因分析和干预。这种个性化的服务能够更准确

地满足患者的需求，提高其依从性。

通过本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护理干预是提高糖尿病

患者胰岛素治疗依从性的有效手段。但我们也认识到，本研

究仍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样本量较小，可能影响结果的泛

化性；其次，研究期限较短，可能无法全面评估护理干预的

长期效果；最后，由于缺乏随机对照设计，可能存在选择偏

倚。因此，未来需要开展更大规模、更长期、更严格设计的

研究，以进一步验证护理干预在提高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治疗

依从性方面的效果，并探索更加有效的干预措施 [3]

本研究对 46 例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护

理干预，结果表明干预组在治疗依从性、胰岛素知识掌握程

度和血糖控制方面均优于对照组。护理干预通过健康教育、

心理支持和个性化护理有效提高了患者对胰岛素治疗的接

受度和依从性，有助于改善血糖控制，提升生活质量。尽管

研究结果积极，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验证长期效果并优化干

预措施。总体来说，护理干预是提高胰岛素治疗依从性的有

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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