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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目前仍未有根治方法，通过各种有效手段控制患者

血糖水平是保护β细胞、拖延病情发展、降低并发症可能性

的重要途径[1]。长期合理用药、合理膳食是重要的血糖控制手

段，糖尿病患者多为老年人，思想观念保守顽固，难以被外界

改变，对糖尿病知识不了解，不够重视血糖控制，药物依从性

低，加上盲目饮食调整使得该类患者血糖水平不稳定，生活质

量较差。本次研究将健康生活指导与中医膳食护理结合，应用

于糖尿病护理中，取得良好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为 2014 年 2 月—2015 年 3 月卫生

院糖尿病患者，共 106 例。随机分为 2 组，各 53 例。观察组

男 28 例，女 25 例；年龄 45～86 岁，平均(58.2±5.4)岁；病

程 3～17 年，平均(7.4±2.2)年。对照组男 27 例，女 24 例；

年龄 44～78 岁，平均(57.8±6.1)岁；病程 2～15 年，平均

(8.0±1.3)年。2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参照《实用内科学》 [2]和《中医病证诊断疗效

标准》 [3]中诊断标准；排除：严重心肝肾疾病、认知功能障

碍、精神疾病患者及不愿配合研究者。
2 护理方法

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护理。每天 2 次三氧空气消毒器消毒，

室温控制在 22℃～24℃，开窗户通风，创造良好住院环境；

禁止食用红糖、蜂蜜等含糖量高的食物，不食用烤、炸、煎等

高脂肪食物，血糖水平控制较差者尽量少吃水果；另使患者在

其家属督促下按医嘱用药。
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护理基础上行健康生活指导及中医膳

食护理。健康生活指导：①采用宣传手册、专家讲座、病友交

流会等多种教育手段使患者获取糖尿病基础知识(临床症状、
并发症、血糖控制重要性)；②针对发病原因及患者心理特征

进行鼓励(针对近期血糖水平明显改善者)、警告(针对药物依从

性差者)、安慰(针对因血糖控制差而失望者)等心理诱导，使其

以正确的心态面对治疗；③加强药物指导，告知患者购药及药

物储存注意事项，使患者走出用药误区；④结合患者兴趣爱好

及身体状况适当进行锻炼(太极剑、晨跑、散步、广场舞)。依

据中医辨证思想给予不同证型患者不同饮食方案：①肺热津伤

型可食用银鱼、田螺、银耳、萝卜、丝瓜、苦瓜，枇杷、柠

檬、罗汉果等；②胃热炽盛型可食肉类为鲤鱼、海蜇、泥鳅

等，蔬菜有胡萝卜、芹菜、紫色空心菜等；③肾阴亏虚及阴阳

两虚型可食用食物有韭菜、粳米、山药、鸡蛋、番石榴。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指标 调查患者护理满意率(100 分制问卷，≥75 分

为满意)；使用生活质量调查表评定护理后患者生活质量[4]；测

定护理前后患者空腹血糖及餐后 2h 血糖。
3.2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 SS14.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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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料以(x±s)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表示，行

χ2 检验。
4 结果

4.1 2 组患者生活质量量表评分比较 见表 1。观察组各项生

活质量指标分值均较对照组高，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1 2 组患者生活质量量表评分比较(x±s) 分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4.2 2 组疾病知识掌握、药物依从率比较 见表 2。观察组药

物依从率、疾病知识掌握率均较对照组高，2 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2 组疾病知识掌握、药物依从率比较 例(%)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4.3 2 组护理前后血糖水平比较 见表 3。观察组空腹血糖水

平、餐后血糖水平均下降，护理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观察组空腹血糖水平、餐后血糖水平均低于对照

组，护理后 2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2 组护理前后血糖水平比较(x±s) mmol/L

与本组护理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护理后比较，

②P ＜ 0.05

4.4 2 组护理满意率比较 护理满意率观察组 92.45% ，对照

组 73.58% ，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5 讨论

糖尿病发病率高，病程长，长时间控制血糖不仅需要依靠

降糖药物，还要患者有坚定的意志力。患者长期对抗糖尿病的

意志力主要来源于对糖尿病严重性及并发症危害的认知程度，

认知不够则对疾病掉以轻心，不按照医嘱用药，血糖水平长期

不稳定，出现糖尿病足、低血糖等严重并发症，重者死亡。因

此提高其对疾病认知度，纠正不良生活习惯，提高药物依从性

有重要意义[5]。本次将健康生活指导用在观察组中，通过普及

疾病知识、加强用药指导、康复锻炼改善了患者生活质量，观

察组患者社会功能、躯体功能等分值均较对照组高(P＜0.05)。
观察组药物指导主要注重以下方面：①选药，肥胖者最好使用

二甲双胍，而非肥胖者应使用磺酰脲类药物，因为二甲双胍有

减轻体重作用。②购药，选择正规药店及医院买药，学会假药

识别技巧，避免用药无效。③药物保存，胰岛素应放入冰箱冷

藏室保存，但冷冻后的胰岛素不能再使用。观察组疾病知识掌

握率高达 88.68% ，药物依从率高达 94.34% ，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在健康生活指导下，患者依从性得到提高更利于中医膳

食指导。
中医辨证思想可将糖尿病分为肺热津伤型、胃热炽盛型、

肾阴亏虚及阴阳两虚型。本次根据不同证型进行针对性膳食指

导。肺热津伤型多有口干舌燥现象，由肺热、水不化津引起，

丝瓜、苦瓜均有清肺热之效，对该证型有治疗作用；胃热炽盛

型多有大便秘结、身形消瘦、多食易饥症状，胡萝卜能行气消

食、健脾补中，含有降血脂、加快冠状动脉血流、促进肾上腺

素合成的物质，是高血脂、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食疗佳品，而

泥鳅、海蜇清热化痰，常食用以上食物可养阴生津，清胃泻

火，此外水煮扁豆对消渴糖尿病者有很好疗效；肾阴亏虚及阴

阳两虚多有粘液混浊、腰酸耳鸣、阳痿等症状，韭菜有暖肾壮

阳、温中补虚功效，山药有固肾止泻、补中益肺功效，适合该

类糖尿病患者。中医膳食护理是针对性的膳食指导，有效控制

糖、脂类物质摄入，改善患者血糖水平[6]。观察组护理后空腹

血糖、餐后血糖均明显下降，且低于对照组(P＜0.05)。无论是

生活健康指导还是中医膳食护理，均是针对患者心理或身体特

征进行的，因此收效令人满意，提高了护理满意率，观察组护

理满意率为 92.45% ，高于对照组(73.58% )(P＜0.05)。健康生

活指导联合中医膳食护理应用于糖尿病患者护理中，能有效提

高患者药物依从性，控制血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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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躯体功能

81.41±2.81①

71.32±3.25

感情角色

57.80±6.47①

47.26±2.64

躯体功能

63.82±2.49①

49.73±4.15

社会功能

89.41±5.26①

72.27±3.74

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53

53

疾病知识掌握

47(88.68)①

32(60.38)

药物依从

50(94.34)①

36(67.92)

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53

53

时 间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空腹血糖

9.41±3.25

6.07±2.13①②

9.27±3.51

8.01±2.21

餐后血糖

15.76±3.61

11.01±2.42①②

15.56±3.77

13.2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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