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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护理实施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护理作用价值研究 

成素萍，曾晓琴，刘春雨 

甘肃省中医院  甘肃兰州 

【摘要】目的 探讨多样性护理对糖尿病患者的护理作用。方法 在 2023 年 5 月－2024 年 5 月本院收治的糖

尿病患者中选取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数字表随机排序划分对照组（40 例，常规护理）与观察组（40 例，多样性

护理）。对两组患者的血糖水平、营养水平以及生活质量进行对比。结果 观察组血糖水平低于对照组，营养水平

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多样性护理在糖尿病护理中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有效提高患者血糖控制水平，对改

善糖尿病患者的病情及生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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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versified nursing on diabetes patients. Methods Eight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3 to May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numerical 
table was randomly arrang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40 cases,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40 cases, 
diversified nursing). Compare the blood glucose levels, nutritional levels,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lower blood glucose levels and higher nutritional level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Diversified nurs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iabetes nursing,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blood sugar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and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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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其发病率在全球

范围内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糖尿病患者不仅需要长期控制血糖，还面临着多种并

发症的风险，如心血管疾病、肾病、视网膜病变等，这

些并发症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后[1-2]。传统

的糖尿病护理模式主要侧重于血糖监测、药物治疗和

基础健康教育，但在实际应用中，患者往往因缺乏个性

化的护理支持而难以长期坚持，导致疾病管理效果不

佳[3]。近年来，随着护理理念的不断更新，多样性护理

逐渐受到关注。多样性护理强调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护理干预，包括饮食指导、运动

计划、心理支持、自我管理培训等，旨在从多维度满足

患者的需求，提升其疾病管理能力和生活质量[4]。本研

究旨在探讨多样性护理实施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护理作

用价值，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3 年 5 月-2024 年 5 月本院收治的糖尿病患

者中选取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数字表随机排序划分对

照组（40 例，常规护理）与观察组（40 例，多样性护

理）。 
对照组男 24 例，女 16 例，年龄范围 22-35 岁，平

均（27.34±2.16）岁。观察组男 25 例，女 15 例，年龄

范围 22-36 岁，平均（27.56±2.15）岁。研究所选患者

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患者对研究

知情并同意。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常规护理：监测血糖、指导合理饮食、制定运动计

划、按时服药、定期随访、健康教育、预防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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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观察组 
多样性护理： 
（1）个性化健康教育：向患者详细讲解糖尿病的

病因、症状、并发症及治疗方法，帮助其正确认识疾病。

指导患者掌握血糖监测、胰岛素注射、药物服用等技

能，提升自我管理能力。与患者共同制定个性化的血糖

控制目标，增强其治疗信心和依从性。 
（2）饮食指导：根据患者的年龄、体重、活动量

及血糖水平，制定科学合理的饮食方案，控制总热量摄

入。指导患者选择低糖、低脂、高纤维的食物，增加蔬

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帮助患者养成定时定

量、少食多餐的饮食习惯，避免暴饮暴食。 
（3）运动干预：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和兴趣爱好，

制定适合的运动计划，如步行、游泳、瑜伽等。指导患

者掌握适宜的运动强度和时间，避免过度运动导致低

血糖或心血管事件。鼓励患者坚持规律运动，每周至少

进行 150 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4）心理支持：定期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时

发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通过倾听、鼓励和安慰，

帮助患者缓解心理压力，增强治疗信心。鼓励患者与家

人、朋友沟通，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 
（5）并发症预防：指导患者每日检查足部，保持

足部清洁干燥，预防糖尿病足的发生。建议患者定期进

行眼底检查，早期发现并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监测

血压、血脂水平，指导患者戒烟限酒，降低心血管疾病

风险。 
（6）定期随访与调整：制定定期随访计划，监测

患者的血糖、体重、血压等指标，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鼓励患者在随访中反馈问题，护理人员根据实际情况

提供针对性指导。帮助患者建立长期疾病管理意识，确

保治疗效果的持续性。 
（7）家庭参与：对患者家属进行糖尿病知识培训，

使其了解疾病管理的重要性。鼓励家属参与患者的饮

食、运动和心理护理，共同营造良好的家庭支持环境。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需对两组患者的血糖水平、营养水平以

及生活质量进行对比。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各方面数据都按照 SPSS20.0 进行处

理，符合正态分布，运用%对计数数据表示，卡方检验，

运用 sx ± 表示计量资料，t 检验，P<0.05 表示具备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与对照组血糖水平、营养水平对比 
护理后观察组血糖水平低于对照组，营养水平高

于对照组（P<0.05）。 
2.2 观察组与对照组生活质量对比 
护理后观察组生理功能、生理角色、身体疼痛、一

般健康状况、活力、社交功能、情感角色以及心理健康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血糖水平、营养水平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血糖（mmol/L） 营养水平（分） 

观察组 40 7.17±1.62 5.54±1.11 93.96±1.22 

对照组 40 8.75±2.11 6.16±1.08 87.24±1.46 

t - 3.757 2.532 22.338 

P - 0.001 0.013 0.001 

表 2  观察组与对照组生活质量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生理角色 身体疼痛 一般健康状况 活力 社交功能 情感角色 心理健康 

观察组 40 21.37±2.31 23.66±3.04 21.97±2.08 21.25±4.31 26.37±2.81 22.63±4.25 23.66±3.04 20.97±2.08 

对照组 40 20.02±2.12 21.29±2.25 20.51±2.33 19.33±2.12 23.82±2.82 20.69±3.13 21.29±4.25 18.51±5.33 

t - 2.723 3.963 2.956 2.528 4.051 2.325 2.689 2.719 

P - 0.008 0.001 0.004 0.014 0.001 0.023 0.005 0.008 

 
3 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其危害主要体现

在长期高血糖对全身多器官和系统的损害。糖尿病患

者容易并发心血管疾病、肾病、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

和糖尿病足等，这些并发症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还可能导致残疾甚至死亡。此外，糖尿病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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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负担较重，常伴有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进一步

影响疾病管理效果。因此，给予糖尿病患者科学、全面

的护理具有重要的必要性[5]。通过护理干预，可以帮助

患者有效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 
多样性护理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个性化护理模

式，强调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从多个维度提供全面、

细致的护理干预。在糖尿病患者的护理中，多样性护理

的作用和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样性

护理通过个性化健康教育，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糖尿病，

掌握疾病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这种教育不仅提高

了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还增强了其治疗信心和依从

性。第二，多样性护理注重饮食指导，根据患者的年龄、

体重、活动量及血糖水平，制定科学合理的饮食方案，

控制总热量摄入，并指导患者选择低糖、低脂、高纤维

的食物。这种个性化的饮食干预有助于患者更好地控

制血糖，减少并发症的风险[6]。第三，在运动干预方面，

多样性护理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和兴趣爱好，制定适

合的运动计划。通过规律运动，患者不仅能够改善血糖

控制，还能增强体质，提升生活质量[7]。第四，多样性

护理还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通过心理评估、疏导和社

会支持，帮助患者缓解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增强其

治疗信心和积极性。第五，在并发症预防方面，多样性

护理通过足部护理、眼部检查和心血管保护等措施，帮

助患者早期发现并预防糖尿病足、视网膜病变和心血

管疾病等并发症[8]。第六，多样性护理鼓励家庭参与，

通过家属教育和家庭支持，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家庭

支持环境，共同参与疾病管理。这种家庭参与不仅能够

增强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还能提高其整体健康水平。 
综上所述，多样性护理在糖尿病患者的护理中具

有显著的作用和效果。通过个性化、多元化的干预措

施，多样性护理能够帮助患者有效控制血糖，提高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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