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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干预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注射技能 

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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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老年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注射技能中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的价值。方法 将于 2024 年 5 月-
2025 年 5 月期间就诊于本院的老年糖尿病患者纳入研究并设置为观察样本，样本例数为 30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两组，研究组及常规组，研究组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常规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之后比较两组

护理差异性。结果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可知，研究组更高，组间差异显著（P＜0.05）；两组患者满意度

比较可知，研究组更高，组间差异显著（P＜0.05）；两组患者不良情绪比较，研究组更低，组间差异显著（P＜
0.05）。结论 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注射技能中实施延续性护理予以干预，其效果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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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continuity of care intervention on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insulin injection skills in 

elderly diabete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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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insulin injection skill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thods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4 to May 2025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nd set as observation samples. The number of samples was 30.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s, and then the 
differences in nurs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omparison of self-management abi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showed that the study group had higher self-management ability,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5); The comparison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hows that 
the study group has a higher satisfaction rate,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is significant (P<0.05); The comparison 
of negative emo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showed that the study group had lower level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insulin injection 
skill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is very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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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糖尿病是指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发生

的糖尿病。随着全球人口的老龄化，老年糖尿病患者逐

年增加，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问题。老年糖尿病

不仅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还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

负担。老年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复杂，主要与年龄增长、

胰岛素分泌功能减退、胰岛素抵抗增加、身体活动减少

及饮食不当等因素密切相关。老年糖尿病患者常伴有

其他慢性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因此，糖

尿病管理需要综合考虑多种疾病的相互作用[1]。老年糖

尿病的临床表现可能与年轻患者不同，常见的症状包

括多尿、口渴、乏力、体重减轻等，但由于老年患者可

能因身体状况较差或患有认知障碍等原因，部分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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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不易察觉，往往延误诊断。老年糖尿病患者易出现

低血糖症状，并可能出现并发症如视网膜病变、肾脏病

变、神经病变等，影响其生活质量，临床多采用胰岛素

治疗予以干预，但部分患者依从性及自我管理能力不

是很强，故此，需对其实施有效的护理进行干预[2]。延

续性护理干预的实施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注射

技能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个性化的培训、

持续的支持与指导、家属的参与以及辅助技术的应用，

可以帮助患者掌握正确的注射技巧，有效控制血糖水

平，减少并发症，提升生活质量[2]。基于此，为了探究

老年糖尿病患者在胰岛素注射中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

的临床价值，此次研究纳入了 30 例患者开展调研，并

做出如下具体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设置 2024 年 5 月-2025 年 5 月作为起止

时间，设置本院收治的老年糖尿病患者作为此次研究

的观察样本，患者例数为 30 例，设置分组方法为随机

分组法，设置组别有常规组与研究组，每组收治患者例

数均为 15 例。常规组 15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为 9 例，

女性患者为 6例，患者年龄在 65-82岁，年龄均值（73.34
±3.32）岁，研究组 15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为 8 例，

女性患者为 7例，患者年龄在 66-80岁，年龄均值（73.35
±3.34）岁，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结果表明，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1）经临床诊断确诊为糖尿病者；（2）

明确知悉研究内容者；（3）自愿配合研究与调研者。 
排除标准：（1）伴有严重糖尿病并发症者；（2）

伴有严重心理健康疾病者；（3）伴有严重认知障碍者。 
1.2 方法 
常规组开展常规护理干预：首先应进行胰岛素注

射技能培训，确保患者掌握正确的注射方法及注射部

位选择；定期检查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确保其能够独立

完成血糖监测与药物注射；加强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

教育，提供糖尿病管理知识，避免误操作；通过定期随

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并进行心理疏导，增强患者自我

效能感，确保治疗的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 
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

（1）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应根据患者的健康状况、

认知能力、家庭支持情况等，制定个性化的护理干预计

划。对于认知功能正常且体力较好的患者，可以重点训

练其胰岛素注射技巧和自我血糖监测；对于认知障碍

较重或行动不便的患者，则应加强家庭照护者的教育，

使其能够协助患者完成注射并监测病情。（2）加强胰

岛素注射技能的培训：护理人员需要向患者及其家属

普及糖尿病基本知识，讲解胰岛素治疗的重要性以及

正确的注射时机、注射部位等基本信息。对于老年患者，

应使用简单明了、易于理解的语言，避免医学术语过多；

进行胰岛素注射时，护理人员需演示正确的注射方法，

包括胰岛素的选择、注射器的使用、注射部位的选择及

消毒方法等。确保患者能够独立完成注射操作或指导

照护者协助患者注射；通过反复演练，确保患者掌握注

射技能。在患者进行注射练习时，护理人员要给予即时

反馈，纠正操作中的错误，确保其掌握正确的技能。（3）
提供持续的监测与指导：出院后的患者应定期进行随

访，护理人员通过电话、视频或上门服务等形式进行跟

踪，帮助患者检查注射技巧是否规范，是否按时进行注

射，同时解答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遇到的疑问；除了定期

随访，护理人员还应指导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自我血糖

监测，并根据血糖波动情况调整胰岛素注射剂量。特别

是在饮食和运动等方面的变化后，要进行适当的血糖

检测并调整治疗方案；护理人员要帮助患者识别胰岛

素注射可能引起的并发症，如注射部位反应、低血糖等。

及时发现并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并发症恶化。（4）
加强患者与家庭成员的沟通：老年患者往往依赖家庭

成员的照顾，因此，要加强对家庭照护者的教育，帮助

其掌握胰岛素注射技能、糖尿病管理知识以及应急处

理方法。通过家属的参与，确保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

效的护理；老年糖尿病患者常面临病痛和治疗带来的

心理负担，护理人员应定期与患者进行心理疏导，鼓励

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帮助其适应长期的胰岛素

治疗。（5）使用辅助工具与技术：针对老年患者可能

存在的视觉障碍或手部力量不足的问题，护理人员可

以推荐使用智能注射笔或胰岛素泵等设备，减少患者

手动注射的困难，确保药物剂量准确；随着科技的发展，

护理人员可以推荐使用移动健康应用程序，帮助患者

记录血糖、胰岛素注射及饮食、运动等情况，实时监控

健康状态，并通过远程监测为患者提供持续指导。（6）
评估和改进护理方案：在延续性护理的过程中，护理人

员应定期评估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注射技巧，通过

问卷、访谈等方式收集患者的反馈意见。根据患者的需

求和反馈，不断改进护理方案，调整护理干预措施。 
两组患者均持续 3 个月护理干预。 
1.3 评价标准 
详细记录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满意度以及不

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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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分析方法 
研究所有数据均经过 spss23.0 进行计算，其中计

量与计数分别采用 t、χ2 以评估不同干预组之间的数据

差异性，当 P＜0.05 时，代表数据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自我管理能力分析 
与常规组相比较，研究组自我管理能力更高（P＜

0.05），如表 1 所示。 
2.2 满意度分析 
与常规组比较，研究组满意度更高（P＜0.05），

见表 2 所示。 
2.3 组间不良情绪对比 
与常规组相比较，研究组 SAS、SDS 评分更低（P

＜0.05），详情如表 3 所示。 

表 1  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对比分析（ x ±s） 

组别 例数 解决问题能力 自我护理能力 情绪控制能力 

研究组 15 65.73±6.52 63.51±8.04 65.71±6.44 

常规组 15 55.77±8.35 53.62±10.83 55.91±8.34 

t 值  3.641 2.839 3.602 

P 值  0.001 0.008 0.001 

表 2  组间满意度评估（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15 8（53.33） 6（40.00） 1（6.67） 14（93.33） 

常规组 15 5（33.33） 4（26.67） 6（40.00） 9（60.00） 

χ2 值 - - - - 4.658 

P 值 - - - - 0.030 

表 3  两组患者不良情绪对比（ x ±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15 48.25±1.22 21.41±1.25 45.42±1.26 21.36±1.22 

常规组 15 48.23±1.23 36.42±1.24 45.39±1.25 38.35±1.18 

t 值 - 0.045 33.017 0.065 38.769 

P 值 - 0.965 0.000 0.948 0.000 

 
3 讨论 
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糖尿病患者的数

量持续增加，已成为影响老年人群健康的重要问题。老

年糖尿病常伴随其他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等，

治疗复杂且管理难度大。老年患者由于生理机能退化、

认知障碍及生活方式问题，往往难以有效控制血糖，面

临血糖波动、并发症等挑战[4]。在胰岛素注射管理方面，

老年患者常因视力下降、手部灵活性差、认知障碍等问

题，导致胰岛素注射操作不规范，增加误注射的风险。

同时，许多老年患者对自我管理缺乏足够的理解与信

心，可能存在依从性差、漏注或过量注射等问题。此外，

缺乏持续的监测和指导，导致治疗效果不稳定，增加了

并发症的发生率。因此，需加强针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

胰岛素注射管理及延续性护理干预。以往，临床多采用

常规护理予以干预，常规护理可以在血糖监测以及用

药安全方面给予患者科学指导，但其缺乏对于患者心

理方面的干预，这导致患者的依从性欠佳，从而影响临

床治疗效果。对老年糖尿病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

具有显著的优势。首先，延续性护理通过持续的跟踪与

指导，能够帮助患者巩固胰岛素注射技能，确保其长期

自我管理能力[5]。老年患者常面临认知衰退、记忆力下

降等问题，延续性护理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其在胰岛

素注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避免误注射或漏注，减少治

疗风险。其次，延续性护理能够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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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定期评估患者的病情和生活状态，帮助其调整注射

技巧、胰岛素剂量以及饮食、运动等方面的管理。随着

患者治疗的进展，护理人员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进行

灵活调整，优化治疗效果[6]。此外，延续性护理增强了

患者与家属的互动与合作，通过家属教育和心理支持，

能够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信心，减少因疾病引发

的心理负担和焦虑情绪。定期的随访与关怀还能够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最终延缓病

情的进展[7]。此次研究评估结果表明，研究组患者的自

我管理能力、满意度以及不良情绪等各项指标均优于

常规组。 
综上所述，延续性护理通过长期跟踪、个性化干预

与家属参与，能有效提升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注

射技能和自我管理能力，从而优化糖尿病的治疗效果

与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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