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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食物模具在老年糖尿病患者饮食健康教育中的护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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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仿真食物模具对老年糖尿病患者饮食控制的影响。方法：将老年糖尿病患者 10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常规
对照组，常规组采用传统的健康教育方式进行糖尿病饮食健康教育,观察组采用食物模具进行饮食健康教育，教育前后比较空腹
血糖、餐后 2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结果：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两组比较,观察组优于常规组。结论：利用仿真食物模具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饮食教育有利于患者掌握饮食控制的原则和方法,

达到更好地控制糖尿病的目的，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提高患者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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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为一种慢性的终身性疾病，合理的饮食可有效地
控制糖尿病。以往的饮食教育多以口头、文字、图片等枯燥
的形式进行，饮食教育内容计算繁琐，病人不易理解，在实
际就餐中难以把握，特别是老年患者，造成理论与实践相脱
节的教育效果不理想的教育形式。如何寻找有效的健康教育
方式已成为目前糖尿病防治的首要问题

[1]
。我科采用食物模

具联合食物交换份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饮食健康教育,对
控制患者血糖,改变患者饮食方法,改变他们对糖尿病的饮食
误区,增加患者糖尿病知识方面都收到良好的效果,现报告如
下: 

1 食物模具在糖尿病饮食健康教育中的意义 

我科的糖尿病患者大部分都是老年患者,因此应用食物
模具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饮食教育是我科近年来开展的一
项技术，特别是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食物模具直观,对比鲜
明,色彩形象,简单易学,比传统饮食教育方法让患者更容易
理解和接受,能更好更快的控制血糖，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提高患者依从性，并保证治疗效果，达到加强老年糖尿病患
者自我饮食管理能力的目的，减少并发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提高患者依从性。 

2 食物模具在老年糖尿病患者中实施方法与应用 

2.1 一般资料 

采用我科 2019年 6月至 2020年 6月的老年糖尿病患者
资料共 100 例,年龄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 50 岁,平均年龄 63

岁,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常规对照组。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构成，
文化程度、病史等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 

2.2 方法 

使用食物交换份的食物模具,每一份食物均等于 90 千卡,

如主食类:米 25 克煮熟的饭,干面条 25 克,面包一个 35 克,

生莲藕 150 克各一份:蔬菜类:白菜 500克,青瓜 500克,苦瓜
500克,胡萝卜 350克各为一份,水果类;苹果 200克,西瓜 500

克,香蕉 100克为各一份,肉类瘦猪肉 25 克,鱼肉 50克,鸡蛋
60克,鸡胸肉 50克,豆浆 200ml,,奶类纯牛奶 160ml各为一份,

油脂类植物油 10克,花生米 15克,干瓜子 15克各一份,酒类
啤酒 250ml,白酒 30ml,红酒 100ml各为一份,这些食物模具与
实物的体积相同,根据患者的病情以及体重,劳动强度为依据,

为患者计算出每日所需多少总热量(千卡),将碳水化合物控
制在 50-60%,蛋白质在 25-35%,脂肪占 15%,换算成相应的食
物份,以每 90 千卡为一份,再将食物的份数比例分配到患者
的一日三餐,1/5.2/5.2/5 或 1/3.1/3.1/3,具体按患者的饮
食习惯和病情而选择. 

2.3 教育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都进行常规评估,都给以糖尿病饮食教
育试卷调查表,详细记录入院时的血糖,并遵医嘱用药控制血
糖,完善各项检查,常规组采用以往传统的饮食教育理论模式,

为其计算热量,分配每日饮食,观察组则采用个体化饮食教育，
借助食物模具针对食物相应体积,种类,热量和份额等进行讲
解,可以是一对一,也可以小组一起,根据食物的热量和患者
的个人喜好合理搭配三餐,这样等于现场模拟教育,老年糖尿
病患者易掌握. 

2.4 评价方法 

将两组患者均随访 3 个月，收集整理患者空腹血糖和餐
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的值,糖尿病饮食教育试卷内容调查等
前后对比,观察组均优于常规组. 

3 结果 

两组老年糖尿病患者饮食教育的效果 

表 1 两组老年糖尿病患者饮食教育的效果 

4 结论 

运用食物模具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糖尿病饮食健康教
育,生动形像,逼真,直观,比传统的理论教育更容易掌握和接
受,有利于老年糖尿病患者坚持饮食治疗。 

患者自我饮食管理能力增强,提高了依从性;还能加强护
患沟通,提高患者饮食教育知晓率,提高护理满意度.能较好
的控制血糖,减少住院时间,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和减少糖
尿病并发症。 

运用食物模具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教育对文化程度低,

语言沟通不佳,理解能力底下者更为有效。 

能促进护理人员加强业务学习,增强理论知识和加强责
任心,提高护理人员的沟通技巧,增强护患关系,提高患者满
意度,增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应用食物模具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使患者的饮食多样
化，感受进餐是一种享受，不是一种负担，既能享受吃的快
乐，又能控制好血糖，是一种良好的糖尿病饮食健康教育方
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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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常规组（50例）  观察组（50例） 

教育前 教育后 教育前 教育后 

空腹血糖(mmol/L） 10.1±2.4 6.6±1.5 9.7±1.5 5.4±0.6 

餐后 2h血糖(mmol/L） 14±4.3 8.7±2.7 12.1±3.2 7.4±1.6 

糖化血红蛋白% 9.3±0.8 6.5±0.6 9.8±1.1 5.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