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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递进式干预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作用分析
黄 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循环递进式干预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作用效果。方法：将 2017年 4月至 2019年 4月期间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214例老年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化数表法将患者平均分为观察组 107例、参照组 107例。参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

观察组患者在护理中给予循环递进式干预，对比两组患者血糖控制水平、生活质量评分及心理状态。结果：观察组患者空腹血糖（FPG)、
餐后 2h血糖值(2hPG)、糖化血红蛋白(GHb)值均显著低于参照组患者；且观察组生活质量（QOL）及抑郁量表（SDS）评分明显优于

参照组患者，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循环递进式干预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病情控制具有一定积极影响，值得在

临床中进行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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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糖尿病具有终身性，单纯给予药物治疗效果欠佳，十分

依赖于科学高效的护理方式对糖尿病病情进行控制，从而在改善

患者生活质量的同时，延长患者生命。循环递进式干预是一种新

型护理方法，通过阶梯递进式的护理，为患者提供更具针对性的

护理干预，并且循环递进式干预不是一次性的，通过定期的反思

总结能够显著提升护理水平，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具个性化的专业

护理服务[1]。因此，本次研究中选取 2017年 4月至 2019年 4
月期间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214例老年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探究并分析了循环递进式干预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作用效果，现

将研究结果汇报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

选取 2017年 4月至 2019年 4月期间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214
例老年糖尿病患者，通过区组随机化分组法平均分为观察组与参

照组（ n =107例），其中观察组患者年龄在 61-87岁之间，平均

年龄（74.39±1.04）岁；女性 51例、男性 56例。参照组患者年

龄在 62-87岁之间，平均年龄（74.78±1.76）岁；女性 49例、

男性 58例。纳入标准：纳入患者符合中华医学会糖尿病诊断标

准；患者及家属知情并签署了自愿参与研究协议。排除标准：排

除精神障碍及严重免疫障碍患者。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临床基

本资料经对比，对于本次研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1.2方法

参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1）定期通风消毒，为患者提供

清洁、安静的病房环境。（2）遵医嘱指导患者用药，密切监测患

者血糖、血压、体温等生命体征，出现异常及时通知主治医生。

（3）嘱咐患者清淡饮食，多食用低糖低脂、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循环递进式干预：（1）成

立循环递进式干预小组，针对组内老年糖尿病患者病情制定一阶

段循环递进式干预计划：①向患者详细介绍老年糖尿病相关病理

知识，帮助患者加深对于自身病情的理解。②在患者对于病情接

受及认可后，向患者详细介绍控制饮食及服用降糖药物对于老年

糖尿病病情控制的重要作用及积极意义，通过递进式的干预方法，

逐步提高患者医嘱执行度及用药依从性。③定期向患者讲述其他

患者的康复及病情恶化实例，避免患者出院后放松管理，从而引

起病情反复。（2）在一阶段循环递进式干预计划执行 1周后，对

干预效果进行分析与总结，修整并完善上一阶段干预计划后，执

行二阶段循环递进式干预计划：①密切关注患者情绪变化，耐心

倾听患者诉求。②在得到患者的认可与信任后，及时对患者进行

关怀与鼓励，增加患者用药依从性及治疗信心。③与患者家属一

起安慰开解患者，帮助患者减轻因病情产生的心理负担，引导患

者形成乐观积极的治疗心态，促进患者康复。（3）对一、二阶段

递进式干预计划进行总结，保留干预效果良好的计划环节，循环

应用到新入院患者护理服务之中，并持续进行完善与总结，使科

室护理水平呈螺旋式上涨，整体提高护理人员护理水平。

1.3观察指标

记录并比较两组老年糖尿病患者 FPG、2hPG及 GHb值。

QOL量表满分为 120分，105-120分判定为生活质量良好；

95-104分判定为生活质量较好；85-84分判定为生活质量一般；

低于 84分判定为生活质量较差。

SDS量表满分为 100分，53-62分判定为轻度抑郁，63-72
分判定为中度抑郁，73分以上判定为重度抑郁。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0.0软件处理数据，两组老年糖尿病患者计数资

料通过均数±标准差表示，行 t检验法；计量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 %n ）进行数据处理， P＜0.05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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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2.1两组老年糖尿病患者 FPG、2hPG、GHb值对比

观察组患者 FPG、2hPG、GHb值均显著优于参照组，观察

组血糖控制水平更好（见表 1），数据差异明显（P＜0.05）。

表 1：两组老年糖尿病患者 FPG、2hPG及 GHb值对比

[ X ±S，mmol/L]

组别 例数 FPG 2hPG GHb

观察组 107 7.39±1.03 8.72±1.26 6.42±0.25

参照组 107 9.82±1.47 11.07±1.63 8.37±0.79

t - 14.0038 11.7990 24.3430

P - 0.0000 0.0000 0.0000

2.2两组老年糖尿病患者 QOL及 SDS量表评分对比

观察组患者QOL及 SDS量表评分均显著优于参照组患者（见

表 2），数据差异明显（P＜0.05）。

表 1：两组患者 QOL及 SDS量表评分对比[ X ±S，分]

组别 例数 QOL量表评分 SDS量表评分

观察组 107 102.76±3.24 34.62±1.48

参照组 107 91.37±3.58 49.84±1.64

t - 24.4009 71.2683

P - 0.0000 0.0000

3讨论

老年糖尿病患者长期处于乏力、疲倦、多饮多尿的状态，负

面情绪严重，生活质量很差[2]。因此，探寻出科学有效的护理方

式帮助患者提升生活质量，缓解负面情绪显得十分重要[3]。循环

递进式干预通过循序渐进的护理干预，能够针对患者病情及情绪

变化，制定出个性化护理干预计划，从而达到有效提升患者用药

依从性及医嘱执行度的效果[4]。本次研究中探究并分析了循环递

进式干预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患者 FPG、2hPG、GHb值均显著低于参照组；并且观察组患者

QOL及 SDS量表评分均显著优于参照组患者，数据差异明显（P
＜0.05）。循环递进式干预方式在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的护理过程

中更具针对性，通过层层递进的阶段护理计划，使患者深刻认识

到按时服药、清淡饮食、控制血糖对于延缓及控制老年糖尿病病

情的重要性，从而显著提高了患者用药依从性及医嘱执行度，有

效缓解了患者的负面情绪，在老年糖尿病患者病情控制中发挥着

积极的作用。并且，通过对递进式干预计划的循环应用，能够不

断完善和提高科室护理水平，大幅提升护理人员的护理能力。综

上所述，循环递进式干预既可以有效提高老年糖尿病患者血糖控

制水平，同时还能大幅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缓解患者负面情绪，

具有很高的临床推广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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