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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循证护理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效果研究

王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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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评估基于循证护理的干预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效果的影响，探讨循证护理在改善血糖控制及提升患者自

我管理能力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通过对糖尿病患者实施循证护理干预，结合血糖监测、健康教育和生活方式调整等多方

面措施，评估干预前后血糖控制的变化。结果：实验组在 HbA1c 和空腹血糖方面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循证

护理能够有效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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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作为一种全球性慢性疾病，其患病率逐年攀升。

据统计，全球糖尿病患者已超过 4 亿人，并呈现年轻化趋势，

给社会、家庭和医疗系统带来了巨大负担 [1]。糖尿病患者常

伴有血糖波动、并发症等问题，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

治疗依从性差，且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进一步加重了管理的

复杂性。

循证护理作为一种基于科学证据、结合患者需求和临

床经验的护理模式，逐渐在糖尿病护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循

证护理不仅强调通过最新的临床研究成果来指导护理决策，

还注重患者的个体需求和自我管理能力，从而提高患者的参

与度和治疗依从性 [2]。

然而，尽管循证护理的作用在理论上得到了广泛认可，

具体实施效果的评价和可操作性仍需进一步探讨。本研究旨

在通过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循证护理干预，评估其对血糖控制

的影响，验证循证护理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实际应用价值。通

过本研究，希望为糖尿病的临床护理提供更为科学和实用的

参考依据。

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设计，旨在探讨基于循证护

理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效果。通过科学的实验设计，确保

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广泛适用性。研究对象为确诊的糖尿病

患者，且病程较长，以确保研究具有临床代表性和实际指导

价值。

本研究的核心在于循证护理的应用。循证护理是通过

综合分析现有的最佳研究证据，结合患者个体特点和护理实

践，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方案 [3]。研究过程中，循证护理干预

的内容包括血糖监测、个性化饮食与运动方案制定、糖尿病

教育等。通过提高患者对糖尿病管理的认知和自我管理能

力，期望实现血糖的长期控制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在实施干预时研究将制定具体的护理计划，确保每位

患者都能获得个性化的护理服务 [4]。研究还将对护理效果进

行多维度评估，包括血糖控制、患者依从性、生活质量、并

发症发生率等方面，确保干预效果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为了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本研究还特别强

调了对干预效果的持续跟踪与观察。研究过程中将定期监测

患者的血糖水平，如 HbA1c、空腹血糖等核心指标，确保

能准确评估干预前后的血糖变化情况。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

了解患者的依从性、生活质量变化等主观感受，全面反映循

证护理的综合效果。

本研究设计的优势在于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减少

外部干扰因素，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循证护理的干预内容和

评估指标全面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研究结果不仅能够评估

循证护理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具体影响，还为临床护理

提供了可操作、有效的护理策略。

2. 纳入标准

研究对象应为确诊的糖尿病患者，且病程≥ 1 年。糖

尿病的病程与血糖控制难度密切相关，长期糖尿病患者往往

存在更高的并发症风险，因此选择病程较长的患者能更真实

地反映循证护理的效果。年龄限定在 40 至 70 岁之间，此年

龄段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较大，且并发症风险开始显现，

符合观察干预效果的条件。纳入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要求

HbA1c ≥ 7%，这一标准有助于筛选出血糖控制不稳定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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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确保能观察到干预效果的显著性。血糖控制不稳定的患

者能够为临床提供更具参考价值的数据。排除伴有严重合并

症（如心血管疾病、肾衰竭等）和精神障碍的患者，以避免

其他因素对血糖控制的干扰。通过严格的纳入标准，能够确

保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与干预效果的真实性。

3. 排除标准

排除标准的设定旨在去除可能引起数据偏差的因素。

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和末期肾病的患者应被排除。这些患

者的糖尿病管理常受其他疾病影响，可能使血糖控制更为困

难，从而干扰研究结果。精神疾病患者（如严重抑郁症、焦

虑症等）也应排除。精神疾病会影响患者的依从性和自我管

理能力，进而干扰循证护理效果。排除此类患者有助于减少

心理因素的干扰。

4. 分组方法

在本研究中，为确保数据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可靠性，

采用了随机分组方法将糖尿病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5]。

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均包括 40 名患者，通过随机数字表法

进行分配，确保每位患者有相同的机会被分配到任一组，避

免选择偏倚的发生。随机分组有助于控制潜在的干扰变量，

使得各组在基线特征上尽可能相似，从而提高研究的内外部

效度。

实验组患者接受基于循证护理的综合干预措施，包括定

期血糖监测、个体化的饮食与运动方案、药物管理、心理支

持和教育等方面的干预。研究团队将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

确保患者能够充分理解和参与到自我管理中，提升其自我效

能感，从而更好地控制血糖。所有干预措施均基于最新的循

证医学证据，确保治疗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对照组则接受常规护理，这包括医生和护士根据患者

的基本情况提供常规的饮食指导和药物管理，但缺少个性化

的护理计划与持续的健康教育支持。对照组的护理模式为传

统的“病房护理”模式，强调病情的治疗而忽略了患者日常

生活中的自我管理支持。

在研究过程中，为保证分组后的效果评估客观且公

正，所有研究者在对患者进行干预和数据采集时均采用统

一的标准化流程。干预的效果通过血糖控制的主要指标（如

HbA1c、空腹血糖等）来评估，同时考察患者的依从性和生

活质量变化。通过对比两组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旨在评估

循证护理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临床效果及其潜在的长

期影响。

5. 干预措施

循证护理干预在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中的核心作用，

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与传统护理相比，循证护理强调基于

最新研究证据的综合性、个性化治疗方案，旨在通过多维度

的干预措施，改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提高血糖控制效果
[6]。本研究中的干预措施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每一项都

紧密围绕患者的血糖控制需求，力求从多个角度促进其健康

管理。

5.1 个性化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是循证护理的基础，尤其在糖尿病管理中患

者的自我护理知识和依从性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干预措施中

的首要任务是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教育内容。研究显

示，患者的血糖控制效果与其对疾病的认知密切相关。在干

预过程中，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基础健康状况、病程、文化

背景和学习能力，制定具体的教育方案，涵盖糖尿病知识、

饮食管理、运动方案、药物使用等。通过定期的教育讲座、

小组讨论、个别辅导等方式，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理解并有

效执行。

5.2 饮食与运动管理

饮食与运动是糖尿病管理的两大支柱 [7]。循证护理强调

对患者进行个性化的饮食指导，制定符合患者生活方式和营

养需求的饮食计划。研究指出合理的饮食干预能够显著降低

血糖水平，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因此，干预措施中包括了对

患者饮食的个性化调整，例如减少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

运动干预同样重要。循证护理干预中护理人员会根据

患者的体能状况和健康目标，设计量身定制的运动方案。研

究表明适度的运动不仅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体重，还能

有效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

5.3 心理支持与行为干预

糖尿病患者的心理状态对血糖控制有着深远的影响。

长期的疾病管理压力、对并发症的恐惧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常常导致患者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循证护理干预中的心理

支持措施，通过定期的心理疏导、情绪管理训练、以及社交

支持小组，帮助患者减轻心理负担，增强其疾病管理信心。

这种心理干预已被证明能够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进而改

善血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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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是验证干预效果的重要手段，其准确性直接

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

通过 t 检验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干预前后的血糖变

化、HbA1c 水平、体重及依从性等生理和行为学指标的差异，

检验护理干预的显著性。卡方检验用于分析患者行为改变及

心理健康状态的改善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为进一步确保结论的科学性方差分析用于比较不同干

预方式下，多个观察指标的变化趋势，分析影响血糖控制的

关键因素。这一综合分析方法不仅能够揭示循证护理在各个

层面的效果，还能明确不同干预措施对患者健康的综合影

响，为未来优化护理模式提供数据支持。

7. 结果

通过严格的循证护理干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和

整体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研究结果表明，干预组在血

糖水平、HbA1c、体重管理和依从性方面均表现出积极变化，

体现了循证护理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7.1 血糖水平显著下降

干预组患者在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护理干预后，空腹血

糖和餐后 2 小时血糖平均水平明显下降。具体数据显示，干

预组患者空腹血糖从干预前的 9.8 mmol/L 降低至 7.1 mmol/L，

餐后 2 小时血糖从 14.5 mmol/L 降至 10.2 mmol/L。糖化血红

蛋白（HbA1c）水平也显著改善，从 8.6% 下降至 7.2%。

7.2 依从性与生活质量的提升

干预组患者的依从性评分显著提高，尤其在饮食控制、

运动和药物使用方面的依从性得到了增强。干预后的依从性

评分从干预前的 65% 提高至 90%。此外，患者的生活质量

得到了提升，尤其是在情感健康和日常功能方面，干预组的

生活质量评分较对照组显著提高（p<0.05）。

7.3 体重管理的积极变化

体重管理也是干预效果的重要指标。干预组患者在减

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平均体重减轻了 2.3 公斤（p<0.05）。

这不仅有助于血糖控制，还减少了代谢性并发症的风险。

8.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基于循证护理的干预能显著改善糖

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尤其是通过 HbA1c 和空腹血糖

指标的变化，验证了循证护理在糖尿病管理中的有效性。研

究发现，实验组患者的血糖水平较对照组有显著下降，且患

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依从性也有所提升，这与循证护理强调

个体化治疗和患者参与密切相关。

8.1 循证护理的优势

循证护理通过整合最佳临床证据、患者需求和临床经

验，能够提供更精准、个性化的护理方案。与传统的常规护

理相比，循证护理注重基于患者的具体病情和健康状况，制

定相应的干预策略。这种方法能提高患者对治疗方案的认同

感和依从性，从而在实际治疗中获得更好的效果。此外研究

也表明循证护理的应用能改善血糖控制，减轻糖尿病带来的

负担。

8.2 干预效果的持久性

尽管本研究在干预期内获得了显著的效果，但其持续

性仍需要进一步探讨。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血糖波动的控

制往往需要长期管理。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延长干预

时间，观察循证护理对长期血糖控制的影响，从而为临床实

践提供更为充实的证据。

8.3 患者依从性和心理因素

依从性是糖尿病治疗中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发现，循证

护理通过增强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改善了患者的依从性。

然而，患者的心理状态也会对治疗效果产生重大影响。研究

结果表明精神健康问题，如抑郁和焦虑症状，可能会影响患

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因此，在实施循证护理的同时，还应考

虑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以进一步提高干预效果。

9.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基于循证护理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效

果进行干预，发现循证护理在改善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方面

具有显著优势。通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对比分析，实

验组在 HbA1c、空腹血糖等关键指标上表现出显著的改善

（P<0.05），证明了循证护理能够有效控制血糖水平，降低

患者的血糖波动性。

本研究还表明循证护理在血糖控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实验组患者在自我管理行为、药物依从性和日常血糖监

测方面有显著改善，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整体健康状况和生

活质量。这表明，循证护理不仅能提高血糖控制效果，还能

增强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为糖尿病的长期管理提供了有效

支持。

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建议在糖尿病患者的常规护理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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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循证护理模式。通过科学的护理干预，可以显著改善患者

的血糖控制，减少并发症的风险，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因

此，循证护理在糖尿病管理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和

广阔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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