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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护理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与效果评价
邹燕飞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观察糖尿病患者采用延续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本科 2019年 1月—2020年 1月收治的 120例糖尿病患者，

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0例。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延续护理，对 2组患者护

理后的血糖控制以及护理前后的自我护理能力进行比较。结果：护理后观察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值和糖化血红蛋白值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将延续护理应用到糖

尿病患者中，能明显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及糖尿病知识水平，更好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同时还提升了糖尿病小组的

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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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糖尿病的患病率不断上升，WHO的报告预测，到

2025年全世界约有 3亿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已成为一个世界性

的公共健康问题，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1]。随着医疗水平的

提升和优质护理的深入开展，患者对医疗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

再加上糖尿病患者住院时间短，住院期间的宣教内容不足以满足

患者的需要，大部分糖尿病患者对该病的认识不完全，同时也缺

乏自我保健能力，严重影响了其生活质量及血糖控制。传统的医

疗照护服务无法满足糖尿病患者出院后的护理需求，患者出院后

的延续护理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延续护理作为一种延伸性、开放

性的护理服务，是一种教练式管理的护理模式，能使以患者为中

心的服务延伸到患者家庭[2]，有效解决患者出院后的护理问题。

本文选择本科收治的 120例糖尿病患者，分组观察以探讨延续护

理的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科 2019年 1月—2020年 1月收治的 120例糖尿病患

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60例中男 32例，女 28
例；年龄在 42岁~75岁之间，平均年龄（64.18±2.54）岁；病

程为 1年~23年；空腹血糖平均值为（15.67±1.63）mmol/L，
餐后 2h血糖平均值为（22.81±1.41）mmol/L。观察组 60例中

男 29例，女 31例；年龄在 46岁~79岁之间，平均年龄（67.17
±3.16）岁；病程为 1.5年~25年；空腹血糖平均值为（15.79±
1.52）mmol/L，餐后 2h血糖平均值为（23.21±1.57）mmol/L。
2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2组患者均给予常规降糖药物进行治疗，对照组患者接受常

规护理，即向患者进行药物治疗、饮食和运动的指导、血糖监测、

健康教育以及出院后的注意事项等。观察组在对照组患者的基础

上进行延续护理，重点强化出院后跟踪随访和个性化指导和心理

护理，具体方案如下。

1.2.1成立延续护理小组由护士长担任护理小组组长，选择专业素

质强、具有良好人际沟通能力、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作为小组成

员，承担患者出院后的健康指导、家庭随访工作，护士长不定期

监督检查，同时邀请资深主任及专科医师担任专家顾问，对回访

过程中的疑难问题给予专业解答。

1.2.2建立延续护理信息登记对患者的基本情况、诊断、出入院时

间、联系电话、随访方式、出院后随访情况进行登记造册，并向

患者解释该小组的目的和护理方法，并签订患者知情同意书。

1.2.3干预方法小组成员要结合患者的病情、病史、年龄、心理、

文化水平、生活习惯、家庭背景以及社会关系等进行统一分析，

制定个体化的延续护理服务。执行延续护理的内容包括：按时服

用降糖药物并对患者详细讲解糖尿病相关知识；根据患者的血糖

监测结果对其进行饮食、运动以及心理等方面的指导；并发症的

预防；胰岛素储存；不同种类胰岛素笔的正确拆装方法；注射技

术包括 5项内容（注射步骤、注射剂量、针头使用、注射部位、

注射时间）；微信课堂知识讲座，微信视频演示操作步骤等；下

次随访应重点跟进的内容。

1.2.4随访患者出院后半个月、1个月、3个月、6个月可采用电

话追访、微信、热线解答、家庭随访等多种方式与患者进行沟通，

小组成员要将随访到的内容、血糖水平、不良反应、患者有特殊

需求进行评估汇总，给予具体指导，并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随时

调整护理措施。不定期为患者发放邮寄健康教育资料。6个月随

访结束后，按照随访途径以各种问卷方式了解患者对延续护理内

容掌握程度及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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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观察指标

①对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采用 ESCA量表评估，包括其健康

知识水平、自我概念、自护责任感以及自我护理技能。②血糖及

糖化血红蛋白指标。

1.4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t检验，P<0.05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2组患者经过护理后的自我护理能力比较，观察组患者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2组患者经过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值和糖化血红蛋

白值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坚持治疗，糖尿病患者出

院后渴望得到医护人员的及时指导、帮助。延续护理的主要目的

是为患者提供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健康服务，经试验证明，延

续护理能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使患者的生存质量和护理质量有

显著的提高[3]。在实施延续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采用电话、微

信以及家庭随访等方式，为已经出院的患者提供药物治疗、健康

教育、疑难解答以及心理疏导等帮助，通过微信平台对患者的糖

尿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进行随时调查，对患者的疑问、困惑、不

解以及知识误区及时进行解答和纠正，更为糖尿病患者之间相互

交流构建平台。同时，医护人员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患者的心理状

况，针对性地给予心理疏导，患者感受到被关心、被尊重，更进

一步增强了其安全感和信任感，增加了治疗疾病的信心，能够积

极配合治疗。有利于患者血糖的控制，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知识水

平，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4]，减少和延缓并发症的发生，

极大地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和自我管理能力。本文选择本科收

治的 120例糖尿病患者进行对比分析，采用延续护理的观察组患

者在自我管理能力以及血糖控制效果均优于采用常规护理的对

照组（P<0.05）。综上所述，将延续护理应用到糖尿病患者中，

能明显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更好地控制

其血糖及病情发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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