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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糖尿病患者中应用规范化护理管理的效果及对血糖水平的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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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糖尿病患者中应用规范化护理管理的效果及对血糖水平的控制研究。方法 选取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期间，入我院进行糖尿病医治患者 40 例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每组均 20 例，其中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应用规范化护理管理，而后针对组间血糖指标、免疫机能

指标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比对。结果 经数据对比，护理后观察组三项血糖指标均较对照组低，四项免疫机能指

标和护理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通过在糖尿病患者临床管护期间，实施规范化护理可显著降低患

者血糖，优化自身身体状态，提高护理满意度，有着显著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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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tandardized nursing management and the control of blood glucose 
level. Methods selected during January 2021-December 2022, into our diabetes cure 20 patients for the study object, tak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is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2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care, 
take standardized nursing management, and then for group blood glucose index, immune function index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After data comparison, the three blood glucose index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four immune function indexe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During the clinical management and care of diabetic patien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ized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patients' blood sugar, optimize their physical state,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has significant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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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作为常见代谢性病症，其临床多以多饮、多

食、多尿为主要体征，若医治不及时则会对机体器官造

成严重损害。现今对于该病症多实施药物调节，不过在

此期间需结合针对性护理模式进行干预[1]。为此，本文

选取我院收治的糖尿病患者 30 例为研究对象，为其实

施规范化护理干预，以期明确对血糖指数的影响，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期间，入我院进

行糖尿病医治患者 40 例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数表法

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组均 20 例。其中对照组男

性、女性病患均 10 例，年龄 45-75（平均 60.78±0.27）
岁，致患时长 5-7（平均 6.18±0.27）年，观察组男性

10 例、女性病患 10 例，年龄 45-75（平均 60.81±0.25）
岁，致患时长 5-7（平均 6.21±0.31）年，组间病患一

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受试者均已明确

研究内容，并于同意书上签字。 
1.2 方法 
对照组医护人员为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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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此基础上结合规范化护理干预，其主要实施办法

为： 
首先组建规范化护理小组，组员由本科室医护人

员组成，对其专业化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进行培训，熟

悉管护期间具体流程与实施内容，强化自身管护素养。

按时测定病患血糖指数，并为其填写独立病症信息个

人档案，内容涵盖病患基础信息与病情进展。平均每

30d 依照病情发展调整档案信息，从而及时分析明确病

情最新情况，便于制定规范化护理具体措施，依照对应

路径全效落实[2]。 
而后在饮食调节上，告知患者规范饮食重要性，引

导其培养健康饮食习性，加强患者遵医进食能力，进而

可能降低高脂、高糖类食材的摄入，合理管控动物脂肪

食用程度，可替换为植物性油脂[3]。通过拟制科学食谱，

合理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入程度，可多食用营养成分高、

易于消化的果蔬类食物。严格把控盐类、糖类摄入标

准。遵循少食多餐原则，避免暴饮暴食[4]。 
为患者讲述糖尿病基本常识，细致说明医治方式、

致患缘由、诱发因素、管护办法、注意事项等情况，同

时将糖尿病重点编撰成管护手册，便于患者、家属随时

了解。并通过集中授课宣讲、个人专题串讲的形式进行

线下教学，结合网络教育宣导（公众号，视频影音等）

提高认知程度，强化对病症管护、治疗重视程度。着重

告知患者家属时刻关注患者病症发展情况，并教育患

者逐步掌握自护能力，学会自我检测血糖指数，提高依

从性[5]。 
知晓患者身体恢复状态，为其拟制针对性训练规

划，依照患者喜好选择对应项目，适量运动 20～30min
即可，避免过度劳累。并及时明确患者可能出现的糖尿

病并发症，及时做好防范处理，有效降低并发症出现概

率。 
1.3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1）组间病患血糖指标改善情况 
于护理前后 15d 的次日清晨，收集受试对象 12h

未进食（及饮水）状态下，10mL 静脉血液，而后将其

置于 BCS16 离心式血液成分分离机（生产厂家：西安

铭朗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产品批号：国械注准

20233100689），转速：3500-5500r/min，共计时长 15min。
而后记录组间研究对象三项血糖指标。 

（2）组间病患免疫机能优化情况 
利用酶联免疫吸附法知晓受试病患免疫球蛋白

G、M、A 三者数值，应用器械为 BD FACSCalibur342973
流式细胞仪（生产厂家：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

司北京办事处；产品编号：国食药监械（进）字 2008
第 2400332 号），从而明确 CD4、CD8 指数，随即计

算 CD4／CD8 数值。 
（3）组间护理满意度 
采取 NSNS 护理满意度量表进行评估，针对医护

人员专业素质、实施办法、服务质量、沟通能力、知识

储备，救护依从性等进行评估，通过 Likert3 级评分法

进行满意、一般和不满意等级划分，分值区间分别为

（＞95 分）、（71-94 分）、（＜70 分）。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的实验数据采用 SPSS17.0统计软件对其进

行分析处理，组间横向分析与组内纵向分析，分别采用

t 检验法及一般线性模型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法，计量

数据以（ ±S）表示，当 P＜0.05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组间病患血糖指标改善情况 
如表 1，护理前，组间血糖指数对比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观察组三项指标均低于对照组，P＜
0.05。 

2.2 组间病患免疫机能优化情况 
如表 2，观察组术后四项指标均较对照组高，P＜

0.05。 
2.3 组间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满意度（98）显著高于对照组（80%），数

据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组间病患血糖指标改善情况（ ±S） 

组别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 2h 血糖（mmol/L） 糖化血红蛋白（m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150） 10.58±1.42 6.02±1.31 14.97±1.32 8.79±0.59 9.95±1.39 6.61±1.29 

对照组（n=150） 10.59±0.41 8.61±0.39 14.98±0.99 10.81±0.98 9.98±1.49 9.41±1.49 

t 0.082 23.207 0.074 21.627 0.180 17.400 

P 0.934 0.000 0.940 0.000 0.85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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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组间病患免疫机能优化情况（ ±S） 

组别 
IgG（g／L） IgM（g／L） IgA（g／L） CD4／CD8 

医护前 医护后 医护前 医护后 医护前 医护后 医护前 医护后 

观察组（n=150） 8.13±0.81 13.51±1.28 1.03±0.02 1.88±0.19 2.03±0.13 3.49±0.29 3.51±0.29 1.89±0.19 

对照组（n=150） 8.13±0.81 10.23±1.04 1.03±0.01 1.21±0.29 2.03±0.13 2.31±0.25 3.51±0.29 1.49±0.21 

χ2 1.000 24.357 1.000 23.668 1.000 37.741 1.000 17.298 

P 1.000 0.000 1.000 0.000 1.000 0.000 1.000 0.000 

 
3 讨论 
糖尿病具有较高致患率，且现阶段尚未研制出针

对性根治措施，需长期通过降糖药以及胰岛素进行血

糖控制。在此期间，结合针对性护理干预，使其血糖保

持在合理指数内，规范化护理可显著提升患者自护能

力，积极配合临床治疗与协同管护，加强患者遵医能

力，进而显著控制糖尿病症[6]。通过实施该护理模式，

可使运行路径更加科学规范，组间管护小组于对应方

法前对病患进行饮食结构、运动程度、并发症防范等诸

项实施管护处置，有着显著应用效果。并结合糖尿病管

护教育宣导，提高患者认知能力，明确其实际需求，尽

可能满足患者临床所需，构筑和谐护患关系，从而对疾

病的恢复起到一定的作用，加快患者身心恢复进程[7-9]。 
通过此次研究可知，观察组护理后三项血糖指标

均低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四项免疫机能指标均高于

对照组，P＜0.05,进而说明在规范化护理模式应用期

间，通过常识宣教、饮食管护、运动引导等方面进行综

合医护，可改善患者体征状态，提高免疫机能，降低血

糖指数。在对患者血糖水平的控制中有着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在糖尿病患者临床管护期间，为其

实施规范化护理干预，可显著提升患者对病症知晓程

度，强化免疫机能，控制血糖指数，提高患者满意度，

值得在临床护理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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