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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患沟通在新发糖尿病护理过程中的效果分析 

余海英 

重庆海吉亚医院  重庆 

【摘要】目的 探析护患沟通应用于新发糖尿病患者中的实际效果。方法 选择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0 月

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80 例新发糖尿病患者为研究样本，依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即参考组（实施常规

护理）和实验组（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取护患沟通），每组均含 40 例。对比两组在血糖水平及遵医行为方面的

差异。结果 相比于参考组，实验组的血糖水平明显更低（P<0.05）；实验组的遵医行为明显更优（P<0.05）。结

论 护患沟通在新发糖尿病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具有显著效果，能够降低患者的血糖水平，并提高其遵医行为，值

得在临床护理中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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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f nurse patient communication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newly diagnosed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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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nurse patient communication in newly diagnosed diabetes 
patients. Methods From October 2023 to October 2024, 80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ith diabete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amples, an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namely, the reference group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urse patient communication based on routine 
nursing),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blood glucose levels and adherence to medical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The compliance behavior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P<0.05). 
Conclusion Nurse patient communi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ith 
diabetes. It can reduce the blood sugar level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ir compliance behavior,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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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其发病率在全球

范围内逐年上升[1]。新发糖尿病患者在面对疾病时，往

往存在认知不足、焦虑、恐惧等心理问题，这些问题不

仅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还可能影响其对治疗的依从

性，进而影响治疗效果[2]。护患沟通作为护理过程中的

重要环节，对于提高患者的认知、缓解其心理问题、增

强其对治疗的信心具有重要意义[3]。本研究旨在探讨护

患沟通在新发糖尿病护理过程中的效果，以期为临床

护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80
例新发糖尿病患者为研究样本，将患者依照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参考组和实验组，各 40 例。参考组中，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年龄 35-70 岁，平均（52.36±10.54）
岁；病程 1-6 个月，平均（3.36±1.12）个月。实验组

中，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年龄 36-72 岁，平均（52.41
±10.52）岁；病程 1-7 个月，平均（3.42±1.13）个月。

两组资料差异不大（P>0.05）。纳入标准：①符合世界

卫生组织（WHO）关于糖尿病的诊断标准；②初次诊

断为糖尿病；③病历资料完备；④签署知情同意书，愿

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合并有其他严重疾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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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②存在精神障碍或认知障

碍；③无法配合完成本研究；④同时期参与其他研究。 
1.2 方法 
参考组采取常规护理，包括健康教育、饮食指导、

运动指导、血糖监测等。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

取护患沟通。具体内容包括： 
（1）建立信任关系：采取主动沟通的方式，以真

诚、耐心的态度倾听患者的叙述，深入了解其病情、心

理状态以及个人需求。在沟通过程中，应保持专注，避

免打断患者的发言，通过点头、微笑等非言语方式表达

对患者的理解和尊重。熟悉糖尿病的相关知识，能够准

确、清晰地解答患者的问题。同时，运用积极的倾听技

巧，如保持眼神接触、适时给予反馈等，以显示对患者

的关注和重视。在沟通过程中，注重保护患者的隐私和

尊严。对于患者不愿透露的敏感信息，给予充分的理解

和尊重，避免强行询问或泄露患者隐私。 
（2）个性化健康教育：根据患者的认知水平和需求，

制定个性化的健康教育计划。首先，对患者的认知情况

进行评估，了解其对于糖尿病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

存在的误区。然后，根据评估结果，制定针对性的健康

教育内容，如糖尿病的基本知识、治疗方法、并发症预

防等方面的知识。在健康教育过程中，采用多种方式进

行讲解和演示，如口头讲解、图片展示、视频播放等，

以确保患者能够充分理解和记忆。同时，鼓励患者提问

和参与讨论，通过互动的方式加深患者对知识的理解。

此外，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饮食和运动

计划，以指导患者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血糖水平。 
（3）心理疏导：针对新发糖尿病患者普遍存在的

焦虑、恐惧等心理问题，及时给予心理疏导和安慰。了

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和需求，通过倾听和共情的方式缓

解患者的情绪压力。可以运用心理技巧，如深呼吸、放

松训练等，帮助患者缓解紧张和焦虑情绪。同时，还可

鼓励患者参与支持小组或社区活动，与病症相似患者

交流心得和经验，从而减轻孤独感和无助感。 
（4）家庭支持：与患者家属保持密切沟通，了解其

家庭情况和对患者的态度。通过沟通，鼓励家属给予患

者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共同参与患者的治疗和护理过程。

还可以向家属提供相关的健康教育资料，指导其如何更

好地照顾患者。同时，组织家庭访视或家庭会议等活动，

让患者和家属共同参与讨论治疗方案和护理计划。 
1.3 观察指标 
（1）血糖水平：监测患者的血糖指标，包含空腹

血糖（FPG）、餐后 2 小时血糖（2hPG）和糖化血红

蛋白（HbA1c）水平。（2）遵医行为：采用本院自行

设计的遵医行为调查问卷，包括合理饮食、遵医用药、

血糖监测和坚持运动四个方面，每项满分均为 25 分，

总分越高表示遵医行为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经 SPSS23.0 处理，采用卡方（χ2）对分

类变量进行统计，使用 t 对连续变量进行统计，以%和

（ ）表示，P<0.05 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的血糖水平 
实验组的血糖水平明显更低（P<0.05），详见表 1。 
2.2 对比两组的遵医行为 
实验组的遵医行为明显更优（P<0.05），详见表 2。 

表 1  两组血糖水平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FPG（mmol/L） 2hPG（mmol/L） HbA1c（%） 

实验组 40 5.50±0.44 7.22±0.53 6.27±0.46 

参考组 40 6.05±0.54 7.63±0.59 6.75±0.56 

t - 4.994 3.270 4.189 

P - 0.001 0.002 0.001 

表 2  两组的遵医行为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合理饮食 遵医用药 血糖监测 坚持运动 

实验组 40 24.05±2.14 24.33±2.12 24.37±2.15 23.99±2.26 

参考组 40 22.41±2.15 22.52±2.11 22.26±2.24 22.74±2.42 

t - 3.419 3.827 4.298 2.388 

P - 0.001 0.001 0.001 0.019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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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新发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对患者的

身心健康造成了显著影响。面对这一疾病，患者往往因

认知不足而产生焦虑、恐惧等心理问题，这些问题不仅

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还可能削弱其对治疗的依从性，

从而影响整体治疗效果。因此，采取适当的护理措施对

于新发糖尿病患者而言至关重要。 
在常规护理中，虽然健康教育、饮食指导、运动指

导和血糖监测等措施对于控制糖尿病病情具有基础性

作用，但其往往侧重于疾病本身的管理，而忽视了患者

心理和社会因素的重要性[4]。护患沟通作为一种更为人

性化的护理方式，强调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深入交

流和互动，旨在建立信任关系，提供个性化健康教育，

进行心理疏导，并鼓励家庭支持[5]。在本研究中，实验

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了护患沟通，结果显示，实

验组的血糖水平明显低于参考组，且遵医行为更优。这

充分说明了护患沟通在新发糖尿病护理中的重要作用。

护患沟通通过深入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和需求，建立

信任关系，从而增强了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感和依

赖性[6]。 
在此基础上，个性化健康教育能够针对患者的认

知水平和需求，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知识普及和技能指

导，提高了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遵医行为[7]。心理疏

导则有效缓解了患者的焦虑和恐惧情绪，增强了其面

对疾病的勇气和信心。家庭支持的引入，更是让患者感

受到了来自家庭的温暖和力量，进一步提升了其治疗

依从性和生活质量[8]。护患沟通的优势在于其全面性和

个性化，它不仅仅关注疾病本身，更关注患者的整体健

康和幸福感。因此，在新发糖尿病的护理过程中，护患

沟通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9]。 
综上所述，护患沟通在新发糖尿病患者的护理过

程中具有显著效果，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血糖水平，并

提高其遵医行为，为临床护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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