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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内科临床上，糖尿病属于一种常规性、多发性病症，具

有长期性、终身性特点，糖尿病因无法治愈，患者在治疗过程

中，需养成良好生活、饮食习惯，保持高度的治疗配合度。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所选 100 例研究对象均为本院接收的糖尿病合并糖

尿病足危险因素患者，选取时间为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分组基于数字表法，常规组（50 例）：男、女分别有 26 例与

24 例；年龄 40~78 岁，平均（50.20依1.50）岁；患病时间 1~8 年，

平均患病时间（3.60依0.50）年；试验组（50 例）：男、女分别有 30
例与 20 例；年龄 41~76 岁，平均（49.30依1.20）岁；患病时间 1~
8 年，平均患病时间（3.80依1.00）年；一般资料方面，两组对比，

差异较小（P跃0.05）。排除标准：淤沟通、表达能力异常，存在女

股神障碍。于妊娠期妇女、哺乳期妇女。盂合并肾、心、肝等器

质性病变，合并严重心血管疾病。榆具有较差的依从性，研究

资料不全。虞中途选择退出，不愿意配合研究。愚具有本次研

究药物过敏史、遗传病史。纳入标准：淤糖尿病诊断标准与《中

国糖尿病疾病诊断标准》相符。于依从性良好，且研究资料完

整、齐全。盂具有糖尿病足有关危险因素。榆自愿签署研究同

意书。虞研究前，患者存在血糖控制不理想患者。

1.2 方法评估方法
首先，相关评估人员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患者的以往

病史进行询问，了解患者是否存在严重的溃疡病史；对患者的

临床情况进行临床检查及问诊，查看患者是否存在足部麻木、

疼痛以及颜色特殊和出现皲裂、水泡、溃疡等现象；护理人员

通过用手触诊了解患者是否扪及到足背动脉、胫后动脉搏动

并进行诊断鉴别；其次，需要护理人员对患者的周围神经进行

检查，使患者闭上双眼后，采用半定量音叉放置在其大足趾关

节突起处测试其震动情况以及患者的感知能力；最后，对患者

的温度感觉进行测试，选择一根具有 45益左右的不锈钢小棍
放置在患者的足背上进行测试，了解患者的冷热感觉能力；为

了确定准确性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采用冷水进行测试，使患

者的冷热感知度更加准确。

1.2.1 对常规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服务，其中主要包括用
药指导以及常规问题解答等。

1.2.2 观察组：针对性护理方法。详情如下：淤健康宣教：

以患者血糖控制状况、年龄、文化水平和糖尿病足护理单内容

为依据，为患者及其家属普及关于糖尿病足的知识等，将糖尿
病疾病的发病原因、临床表现以及相关的并发症症状告知患

者，使其进行有效的预防；将糖尿病足相关的致病因素告知患

者，并指导其选择适合自己的鞋袜；告知患者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避免光脚在地上行走，另外需要选择袜口较为松懈且质
地以棉为主的袜子穿戴，避免对患者的足部血管进行压迫；指

导患者进行自我处理胼胝以及将脚趾甲尽量修剪为一字型，

也需要避免指甲修剪过短或者过深；同时需要针对患者的足

部进行保暖常识指导，避免其使用劣质的热水袋，以免伤到患
者足部，且将洗脚水的温度控制在 40益以下，将时间控制在

10min 即可；同时需要患者每日对自己足部的颜色以及相关

改变情况进行严格观察和自我检查，如果发现特殊情况可以

及时询问其主治医师和相关的护理人员等。于饮食护理：对患
者的体质量以及血糖指标进行控制，男性标准体质量=（身高原
100）伊0.9；女性标准体质量=（身高原100）伊0.85；根据患者的体

质量与标准体质量差计算每日应该摄入的总热量，保持每日

摄入的蛋白质热量占比 14%左右，脂肪占比 25%左右，糖分
占比 65%左右；严禁患者食用含糖量较高的水果和饮料，每日

用餐按照“少食多餐”严格要求，严禁患者食用生葱、辣椒以及

生蒜等辛辣食品。盂心理疏导：在与患者及其家属交流、沟通

期间，对患者兴趣爱好、病情变化及生活习惯等全面了解，避

免患者拒绝治疗、护理，在与患者沟通时，保持亲切、友好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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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患者建立和谐、友好的护患关系，从整体上促进护理依

从性的提高。此外，及时疏导患者负面情绪，促进其治疗自信

心的提高。

1.3 指标观察
针对两组糖尿病患者护理后的空腹血糖水平和餐后 2h

血糖水平进行观察记录，并选用专业护理人员对患者的糖尿

病足疾病掌握知识进行评分；满意度的判断选择本院自制《满

意度调查问卷》，指标分为满意（81~100 分）、较满意（61~80
分）与不满意（0~60 分），（满意例数+较满意例数）/总例数伊
100%=总满意度。100 分为最高分。记录患者的糖尿病足危险

因素以及构成比例。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软件处理、分析研究数据，率（%）表示计数

资料，以 字2 检验；（-x依s）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两组对比，

差异明显（P约0.05）。

2 结果

2.1 100 例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足危险因素分析 100 例

糖尿病患者均含有不同导致糖尿病足疾病的危险因素，筛查

率为 100%；其中主要以鞋袜不合适危险因素为主，总占比高

达 78.00%。

2.2 两组糖尿病患者的护理效果比较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比较明显，试验组患者护理后的空

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水平和糖尿病足知识评分显著常规组，

组间差异明显（P约0.05）。

2.3 两组糖尿病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护理满意度方面，两组存在显著差异，试验组与常规组分

别是 96.00%与 82.00%，试验组：满意、较满意与不满意分别

有 23 例、25 例与 2 例；常规组：满意、较满意、不满意分别有

20 例、21 例与 9 例；试验组比常规护理满意度高，差异明显

（P约0.05）。

3 讨论

糖尿病是我国近数十年来常见的老年慢性内分泌系统疾

病之一，其中 圆 型糖尿病占所有糖尿病的 怨园豫，主要是由于患

者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或是靶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使得

糖、脂肪以及蛋白质等发生代谢紊乱，临床以多食多饮多尿以

及消瘦等为典型症状。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 圆 型糖尿病患者

并发糖尿病足几率高达 缘园豫，并且几乎每一位 圆 型糖尿病患

者均具备诱发糖尿病足的高危因素。研究发现，发生糖尿病足

且并发溃疡的危险因素主要由足部神经、血管发生病变所导

致，糖尿病足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在临床实际工作中，

糖尿病尤其是老年 圆 型糖尿病患者需要得到足够且正确的足

部护理宣教，增强其对糖尿病足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也让患

者了解针对性、专业性、个性化的护理措施是十分重要的。护

理人员在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的同时，务必要让患者知晓护

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可以更好的得到患者的配合以及护理

后的效果。而糖尿病足宣教的专业化程度和护理效果也是密

不可分的，只有在宣教基础上进行糖尿病足的护理，患者才能

得到最有效的护理干预，也才能够有效降低糖尿病足的发生

率，促进溃疡愈合以及降低截肢率。另外，糖尿病足部护理教

育需按照患者实际情况，这样可以使其具有个体性与针对性，

而不是一概论之。

在内分泌临床上，糖尿病作为一种常见性病症，主要是一

种高血糖水平、代谢紊乱性病症，血糖水平升高，是因胰岛素

分泌问题，或受到其他生物作用影响，两者任何一种因素均可

引起高血糖。处于糖尿病疾病期，血糖处于高水平，使得心脏、

肝肾、神经等组织发生功能障碍。近年来，我国糖尿病病例人

数呈逐年增加趋势，怎样有效管理患者，使糖尿病病情得以延

缓，是临床重点关注问题。同时，糖尿病老年人群中最易发生，

II 型糖尿病占据 85%以上，主要以消瘦、多尿、多食为临床症

状，在 II 型糖尿病中，糖尿病足发生率高达 48%以上，可以

说，每个 II 型糖尿病病例，具有糖尿病足危险诱发因素。根据

相关研究表明，糖尿病足、足部溃疡，与足部血管和足部神经

病变相关，对患者生活工作具有严重影响。因此，除治疗之外，

临床护理干预对该疾病康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实际临

床护理过程中，糖尿病病例，特别是 II 型糖尿病病例，需正确

认识足部护理，让患者明白护理有效性、重要性，进而得到患

者配合。糖尿病足的健康宣教，护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直接影

响了护理效果，只有以宣教为前提，开展糖尿病足护理，方可

减少糖尿病足发生率，有利于溃疡愈合，减少截肢率。近年，在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和饮食

习惯等发生了显著改变，导致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并表现为

增加趋势，其主要是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抵抗、生活作用

受到损伤，或者兼具胰岛素分泌缺陷和生物作用受损而引起

的一种慢性疾病。其主要临床症状为患者表现出多饮、多尿、

多食和消瘦，疲乏无力以及血糖水平高等现象，临床治疗中，

如果不对患者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和预防，将会使其产生糖

尿病足以及血糖升高或者降低的并发症状，不仅影响患者的

日常生活和工作，还会加大患者的心理压力，使其降低生存质

量。相关医学研究资料表明，我国的糖尿病患者中糖尿病足并

发症的发生率高达 1/2，可以说，每一位糖尿病患者均存在或

多或少的糖尿病足危险因素。本文通过对糖尿病患者采用糖

尿病足护理单进行针对性的护理服务，试验组患者护理后的

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水平和糖尿病足知识评分显著常规

组，组间差异明显（P约0.05）；同时，护理总满意度方面，试验组

（96.00%）比常规组（82.00%）高，差异明显（P约0.05）；充分说明

糖尿病护理单针对性的护理服务可以凭借系统和科学性的护

理措施，足部全面评估后，应用健康疾病知识宣传、饮食护理

以及心理护理措施整体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且获得了

较多患者的一致好评。此外，利用健康知识讲解及饮食指导等

方法，可以协助患者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尽可能的保证营养

均衡，帮助其保持乐观、平稳心态，从而积极参与疾病的治疗和

护理，促进其依从性的提高。同时，掌握更多关于疾病的知识，合

理控制血糖水平。主动与患者交流，并保持亲切、友好的态度，与

其建立和谐、友好的护患关系，促进护理满意度的提高。

4 结语

由此可见，糖尿病护理单针对性护理可以有效控制糖尿

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整体提高患者的疾病知识掌握程度和护

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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