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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护理管理 + 健康教育对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的

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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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讨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对其采取慢性病护理管理联合健康教育对生活质量的改善效果。方法：研

究纳入了在 2023 年 1 月～ 6 月时间段内，自行前往我院的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共计有 84 例，分组方式为抽签法，

各 42 例，对比组实行常规护理，干预组实行慢性病护理管理联合健康教育，干预组与对比组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自

我管理能力评分实施组间对照。结果：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护理前生活质量评分和自我管理能力评分 P 值＞ 0.05，

无差异。干预组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护理后 3 个月生理机能、情感职能、社会功能、精力评分高于对比组患者，且

干预组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护理后 3 个月的各项自我管理能力评分均要高于对比组，P ＜ 0.05，有差异。结论：2 型

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对其采取慢性病护理管理联合健康教育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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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糖尿病患者由于代谢紊乱，特别是高血糖、胰岛素

抵抗、脂质代谢异常等原因，极易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糖尿病患者患冠心病的风险显著增加，是糖尿病患者的主

要死亡原因之一 [1]。本研究针对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护

理方案予以讨论，分析慢性病护理管理联合健康教育的应

用效果。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纳入了在 2023 年 1 月～ 6 月时间段内，自行前

往我院的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共计有 84 例，分

组方式为抽签法，各 42 例。干预组男 24 例、女 18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年龄 38-81（60.57±10.84）岁。对

比组男 26 例、女 16 例。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年龄 38-83

（60.60±10.86）岁。就干预组与对比组 2 型糖尿病合并冠

心病患者年龄、性别对照统计结果为 p ＞ O.O5，可以对比。

1.2 方法

对比组实行常规护理，干预组实行慢性病护理管理联

合健康教育，进行基础评估，包括患者的病史、生活习惯、

疾病知识水平、心理状态、社交支持等方面。解释 2 型糖尿病、

冠心病的发生机制、风险因素、预防措施以及药物治疗的基

本原理，帮助患者认识到冠心病与糖尿病之间的关系，以及

如何通过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压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

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饮食计划，减少高糖、高脂、高盐食物

的摄入，提倡低卡路里、低盐、低脂肪的健康饮食习惯，包

括推荐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如全谷物、

蔬菜、水果和鱼类。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推荐适宜的运动

类型和强度，比如散步、骑自行车、游泳等低强度有氧运动。

鼓励患者逐步增加运动量，每周至少 150 分钟的中等强度运

动。强调按时、按剂量服药的重要性 [3]。教育患者了解常用

的降糖药、降压药和降脂药的作用及副作用，帮助患者克服

药物依从性问题，特别要指导患者如何根据血糖水平调整药

物使用，以及如何监测药物的效果和副作用。两组患者均接

受为期 3 个月的护理干预。

1.3 观察指标

生活质量：采用生活质量评价量表（SF-36）进行两组

患者护理前和护理 3 个月后的生活质量调查，抽取该量表中

的生理机能、情感职能、社会功能和精力四项进行分数评定，

每项满分 100 分，分数同生活质量正相关。

自我管理能力评分：ES-CA 量表评估，从护理技能、

自我概念、护理知识、自我责任感四个维度进行两组患者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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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前和护理后 3 个月时自我管理能力的评定，共 43 个测评

条目，采用四级赋分法，分数与测评结果呈正比例关系。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评估 84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冠

心病患者资料，计量资料包含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护

理前后生理机能、情感职能、社会功能、精力评分，t 检验

计算后呈现为（均数 ± 标准差），其结果 P ＜ 0.05 则评估

为差异存在。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评分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护理前生活质量评分 P 值＞

0.05，无差异。干预组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护理后 3

个月生理机能、情感职能、社会功能、精力评分高于对比组

患者，P ＜ 0.05，有差异。见表 1。

表 1：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护理前后生理机能、情感职能、社会功能、精力评分比较 [ 分 ]

组别 例数（n）
生理机能 情感职能 社会功能 精力

护理前 护理后 3 个
月 护理前 护理后 3 个

月 护理前 护理后 3 个
月 护理前 护理后 3 个

月

干预组 42 69.83±5.89 81.78±5.77 70.09±5.57 86.03±5.7 68.87±5.34 82.81±5.58 70.34±5.60 84.71±5.50

对比组 42 69.55±5.84 75.14±5.75 70.21±5.48 78.87±5.67 68.81±5.45 75.27±5.56 70.21±5.49 79.64±5.66

t 0.2187 5.2826 0.0995 5.7715 0.0509 6.2033 0.1074 4.1633

P 0.8273 0.0000 0.9209 0.0000 0.9594 0.0000 0.9147 0.0000

2.2 自我管理能力评分

表 2 显示，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护理前的自我

管理能力评分 P ＞ 0.05，无差异。干预组 2 型糖尿病合并

冠心病患者护理后 3 个月自我管理能力评分高于对比组，P

＜ 0.05，有差异。见表 1。

表 2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护理前后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比较 (x±s)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技能 自我概念

护理前 护理后 3 个月 护理前 护理后 3 个月

干预组 42 20.21±2.54 32.68±4.42 16.36±2.30 23.30±5.58

对比组 42 20.23±2.55 22.71±4.15 16.39±2.31 18.37±5.60

t - 0.0351 10.4003 0.0582 3.9441

P - 0.9721 0.0000 0.9537 0.0002

组别 例数
护理知识 自我责任感

护理前 护理后 3 个月 护理前 护理后 3 个月

干预组 42 43.21±5.54 59.68±7.42 15.36±2.30 21.30±4.58

对比组 42 43.23±5.55 48.71±6.45 15.39±2.31 17.37±3.60

t - 0.0161 7.0569 0.0582 4.2667

P - 0.9872 0.0000 0.9537 0.0001

3 讨论

慢性病护理管理是指通过专业护理人员为患者提供个

性化的、长期的健康监测和疾病管理服务，旨在帮助患者实

现疾病控制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健康教育是慢性病管理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提高患者的健康素养、增强患者的自我

管理能力 [4]。本研究针对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对其采

取慢性病护理管理联合健康教育，结果显示，2 型糖尿病合

并冠心病患者护理前生活质量评分无差异，干预组 2 型糖尿

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护理后生理机能、情感职能、社会功能、

精力评分高于对比组患者。以上结果证实，良好的血糖控制

可以减少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减缓身体器官损害的进程，

从而提升生理机能，当患者了解糖尿病和冠心病的管理策略

以及疾病进展的控制方式时，会感到更加自信与有控制感 [5]。

身体功能的改善意味着患者有更多的能力去参与日常社会

活动，从而增强社会联系和社会角色的履行，合理控制血糖

和血压可以减少因血糖波动或心血管问题导致的身体不适，

如乏力、头晕等，从而提升患者的精力水平。

综合以上结果，慢性病护理管理联合健康教育于 2 型

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干预中具备临床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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