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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护理在糖尿病肾病护理中的临床观察

杨　联

重庆大学附属黔江医院（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　重庆　409000

摘　要：目的 观察在对糖尿病肾病患者护理时开展饮食护理干预的价值。方法 在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5 月本院糖尿病肾

病患者中选择 68 例为对象，按照数字表随机排序划分对照组（34 例，治疗过程中开展常规护理支持）和观察组 (34 例，常

规护理 + 饮食护理）。对比两组患者血糖水平、肾功能水平以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结果 对比患者护理前后血糖水平，护

理前无差异，护理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对比两组肾功能水平，护理前肌酐水平、尿素氮水平以及尿蛋白排泄率

水平无差异，护理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对比患者恢复期间生活质量，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对糖

尿病肾病患者护理时开展饮食护理干预，可以降低患者血糖水平，改善患者肾功能并增加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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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为当前临床最为常见慢性疾病，在中老年群体中

一直保持有极高的发生率，致病机制较为复杂，且无根治措

施属于终身性疾病。患者需长期服用降糖类药物进行治疗，

且在病症持续发展下会增加患者出现各类并发症发生率，以

糖尿病肾病最为常见，会对患者健康造成更加严重影响[1-2]。

在恢复期间，患者自身饮食习惯与血糖控制情况存在有密切

联系。为促使糖尿病肾病患者血糖水平、肾功能水平可以得

到改善，在患者恢复期间需做好对应饮食管理工作。本次研

究主要对饮食护理干预在糖尿病肾病患者护理中的具体价

值进行探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5 月本院糖尿病肾病患者中选

择 68 例为对象，按照数字表随机排序划分对照组（34 例，

治疗过程中开展常规护理支持）和观察组 (34 例，常规护理

+ 饮食护理）。在患者组成方面，对照组中男性 18 例，女

性 16 例，年龄在 55—78 岁间，均值为（61.23±1.84），糖

尿病病程 3—6 年，均值为（4.31±0.34）年。观察组中男性

19例，女性15例，年龄在54—787间，均值为（61.58±1.94），

糖尿病病程 3—65，均值为（4.25±0.42）年。对比两组基

本资料对比，无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在恢复过程中各方面护理干预工作都按照常规

模式开展，护理人员指导患者严格按照医嘱进行用药，在恢

复期间保持良好用药行为，并积极开展运动锻炼，规律作息。

对于存在负面心理患者，由护理人员及时开展心理支持，对

患者负面心理进行改善。并指导患者做好自身血糖水平监测

工作，一旦出现异常则需要立即到医院进行诊断。观察组患

者在恢复期间，则需要在常规护理基础上接受饮食护理。（1）

饮食评估。护理人员需积极和患者进行沟通，了解患者的日

常饮食习惯，包括饮食爱好以及就餐频率等。（2）饮食指

导。护理人员结合患者饮食情况开展针对性饮食指导。告知

患者日常饮食选择清淡且营养丰富食物，尽量选择蛋白质、

维生素丰富食物，并做到少食多餐，对于辛辣、油腻等刺激

性食物的摄入量则需要严格控制。护理人员结合人体科学膳

食宝塔，针对患者每日蛋白质、糖类以及脂肪等摄入量严格

进行管理，并为患者制定饮食方案。每日盐分摄入量需控制

在 5g 以下，且对于酱酒、耗油等摄入量同样需严格进行控

制。（3）饮食监督。护理人员准确掌握患者每日饮食情况，

包括饮食类型、饮食量等，并准确开展饮食评估工作，及时

纠正不合理饮食行为，确保患者在恢复期间保持科学饮食习

惯。并合理借助院内微信公众号对患者进行科学饮食宣贯，

定期更新糖尿病肾病患者在恢复期间需要注意的各方面问

题，提升患者科学饮食认知水平。

1.3 观察指标

（1）血糖水平对比。针对患者护理前后空腹血糖以及

餐后 2h 血糖水平进行统计。（2）肾功能水平对比。针对患

者干预前后肌酐水平、尿素氮水平以及尿蛋白排泄率水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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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测。（3）生活质量对比。运用 QOL-BREF 量表对患者

在恢复期间生活质量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各数据都按照 SPSS20.0 进行处理，百分数

对计数数据表示，卡方检验，计量数据按照均值 ± 标准差

表示，t 检验，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血糖水平对比

对比两组恢复期间血糖水平，治疗前无差异，治疗后

观察组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下表 1。 

表 1  两组血糖水平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空腹血糖水平（mmol/L） 餐后2h血糖水平（m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4 11.62±0.51 8.11±0.25 13.25±1.86 9.15±1.05

对照组 34 11.71±0.48 9.71±0.18 13.33±1.42 11.78±1.15

t - 1.485 11.152 1.285 10.052

P - 0.253 0.001 0.635 0.001

2.2 两组肾功能水平对比

针对患者血肌酐水平、尿素氮水平以及尿蛋白排泄率

水平，两组治疗前检测无差异，治疗后差异显著，P<0.05。

表 2  两组肾功能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尿蛋白排泄率（ug/min） 尿素氮（mmol/L） 血肌酐 (u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4 178.89±12.45 46.78±4.15 16.74±2.12 7.15±2.08 75.78±2.25 48.75±2.12

对照组 34 179.74±11.15 68.75±3.25 16.86±2.25 10.12±1.48 76.15±2.24 57.58±2.25

t - 1.152 12.452 1.152 8.785 1.452 11.042

P - 0.363 0.001 0.245 0.001 0.625 0.001

详见下表 2。

2.3 两组生活质量水平对比

对比两组治疗期间生活质量，在 QOL-BREF 量表评分

上，干预前无差异，干预后观察组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详见下表 3。

表 3 两组治疗期间生活质量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心理 生理 社会 环境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4 81.15±2.25 92.36±2.36 75.74±2.25 95.58±1.35 83.05±2.13 93.45±2.08 80.15±1.47 94.18±1.71

对照组 34 79.25±2.25 86.42±1.68 77.35±2.35 86.47±2.08 82.48±2.15 85.74±2.36 80.04±2.24 84.48±2.34

t - 1.558 14.152 1.428 14.125 1.412 11.272 1.125 16.055

P - 0.452 0.001 0.715 0.001 0.624 0.001 0.724 0.001

3. 讨论

糖尿病肾病多出现的中老年群体中，为糖尿病常见并

发症，对患者健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所患者未及时得

到针对性治疗，在病症持续发展下，会对患者肾功能造成更

加严重损伤。临床在对糖尿病肾病患者治疗过程中，患者各

方面症状改善情况，不仅和临床用药方案相关，更与患者日

常生活习惯、饮食等存在联系 [3-4]。及时开展饮食层面指导，

帮助患者在恢复过程中保持科学饮食习惯，对于帮助患者恢

复存在有重要作用。

由护理人员对患者各方面情况进行综合性评估，了解

患者日常饮食特点等，为患者制定针对性饮食计划，对脂肪、

蛋白质，盐分等摄入量严格进行控制，可以避免患者在恢复

过程中，因不合理饮食方案导致病症出现波动。同时，因该

部分患者多数年龄较大，在时常饮食过程中由护理人员、家

属做好患者饮食角度工作，可以间接帮助患者在恢复期间保

持科学饮食，纠正不科学饮食方案 [5-6]。在本次研究中，观

察组在恢复过程中则接受饮食护理干预，对比可以发现与常

规护理干预相比，在饮食护理干预过程中，可以更加有效对

患者血糖水平进行控制，并有助于患者生活质量进行提升，

改善患者肾功能，有助于患者进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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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本次研究，在对糖尿病肾病患者护理时，可以将

饮食护理干预进行运用，改善患者血糖与肾功能水平，促进

患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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