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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糖尿病护理工作中护患沟通越来越重要。老年

患者常因生理机能退化、多种慢性疾病并存等原因面临

着错综复杂的健康问题，其自我管理能力通常不高，依

从性直接影响到治疗效果及生活质量。在这种情况下，

仅仅依靠传统医疗护理措施常常很难取得理想治疗效果。

老年患者较年轻患者容易出现孤独感、无助感等症状，

这些情绪波动往往会使病情恶化或者对治疗依从性造成

影响。所以护理人员既要提供高水准的医学护理又要重

视与病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和沟通，这样既有利于减轻病

人心理压力又能提高病人自我管理的意识及信心。

护患沟通是护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的价值

绝不仅仅是单纯信息传递。护士通过有效沟通可以对病

人个体差异，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有更深刻的认识，而

这些信息对制订个性化护理方案非常关键。另外，护士

通过日常交流，能及时发现病人护理中的难点与疑惑，

有针对性地进行协助与引导，使病人依从性与积极性得

到提高。对老年糖尿病患者来说，病程长、变化大往往

会让患者产生迷茫、不安等情绪，而护理人员在交流中

不但能回答患者提出的问题，还可以为他们提供情感支

持，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

现代医疗模式下，病人的作用由被动地接受治疗逐

步向主动地参与健康管理过渡，护患沟通质量的好坏直

接关系到病人健康行为及生活质量。优质的交流能够帮

助患者更深入的了解自身的疾病，治疗方案及日常管理

等方面的意义，这样才能够让患者在接受护理时更积极，

更自觉，继而有效提高血糖控制及生活质量。值得关注

的是老年患者常因生理及心理上的双重重负而需要更多

地关心和支持，而护患沟通则在其中发挥着无可取代的

重要作用。通过不断地，深入地交流，护理人员既可以

优化护理策略又可以沿着人性化护理之路不断进取，最

终达到提高病人整体健康的目的。本研究最初目的就是

出于这一考虑，目的在于通过系统观察与分析来探讨护

患沟通对老年糖尿病患者护理工作的具体影响，以期对

日后临床实践起到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作用，

现报告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2 月在我院内分泌

科住院治疗的 90 例老年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

者均符合《WHO 糖尿病诊断标准》（1999 年修订版）中

对 2 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病人的年龄分布在 65 至 85 岁

之间，平均年龄是（74.3±5.8）岁，疾病的持续时间在 5

至 20 年之间，平均病程为（12.6±4.3）年。全部病人在

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2.方法

2.1 对照组

对照组 45 例患者接受常规护理，主要包括饮食控

制、血糖监测、用药指导及健康教育等。护士按时巡视

病房，定期测量患者血糖，并记录患者的用药情况及

身体状况。常规护理流程没有特别强调护患之间的沟

通互动。

2.2 研究组

研究组 45 例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强护患沟

通。具体措施包括：（1）建立护患沟通档案，记录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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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护理，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加强护患沟通。观察两组患者在治疗依从性、血糖控制效果、生活质量及满意度等方面

的差异。结果：研究组患者在治疗依从性、血糖控制效果、生活质量及满意度等方面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老年糖尿病护理过程中加强护患沟通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改善血糖控制

效果，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且患者满意度更高，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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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个性化需求及沟通内容；（2）每日与患者进行面

对面交流，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护理需求，解答患者

疑问，减轻其焦虑和恐惧；（3）通过电话、微信等多种

途径与患者家属保持联系，共同督促患者按时服药、按

计划进行生活管理；（4）鼓励患者参与健康知识讲座，

增强其自我管理意识；（5）定期召开护患座谈会，收集

患者意见，及时调整护理方案。

3.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血糖控制效果、

生活质量评分及患者满意度。

4.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治疗依从性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显著优于对照组，其中按

时服药率、定期复诊率、遵循饮食及运动建议的比例分

别 为 88.9%、84.4% 和 80.0%， 均 高 于 对 照 组 的 68.9%、

62.2% 和 55.6%（P<0.05）。见表 1。

表1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

项目
研究组

（n=45）

对照组

（n=45）
统计值 P 值

按时服药率
88.9%

（40/45）

68.9%

（31/45）
χ2=5.64 P<0.05

定期复诊率
84.4%

（38/45）

62.2%

（28/45）
χ2=6.31 P<0.05

遵循饮食建议

的比例

80.0%

（36/45）

55.6%

（25/45）
χ2=7.23 P<0.05

遵循运动建议

的比例

77.8%

（35/45）

51.1%

（23/45）
χ2=8.01 P<0.05

定期测量血糖

的比例

82.2%

（37/45）

57.8%

（26/45）
χ2=7.98 P<0.05

记录饮食日记

的比例

75.6%

（34/45）

53.3%

（24/45）
χ2=6.89 P<0.05

参与健康教育

的比例

86.7%

（39/45）

60.0%

（27/45）
χ2=8.47 P<0.05

按医嘱调整用

药的比例

81.1%

（37/45）

57.8%

（26/45）
χ2=7.33 P<0.05

定期接受心理

咨询的比例

78.9%

（35/45）

52.2%

（23/45）
χ2=8.56 P<0.05

总依从性（综

合评分）

83.6%

（376/450）

58.7%

（264/450）
χ2=52.64 P<0.05

2.血糖控制效果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空腹血糖（FPG）、餐后 2 小时血糖

（2hPG）及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显著低于对照

组， 分 别 为（6.2±0.8）mmol/L、（8.9±1.1）mmol/L 和

（6.5±0.7）%，而对照组则分别为（7.4±1.1）mmol/L、

（10.3±1.4）mmol/L 和（7.4±0.9）%（P<0.05）。见表 2。

表2　比较两组患者血糖控制效果（x±s）

项目
研究组

（n=45）

对照组

（n=45）
t 值 P 值

空腹血糖

（FPG，mmol/L）
6.2±0.8 7.4±1.1 5.57 P<0.05

餐后 2 小时血糖

（2hPG，mmol/L）
8.9±1.1 10.3±1.4 5.12 P<0.05

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6.5±0.7 7.4±0.9 5.64 P<0.05

空腹胰岛素

（FINS，mU/L）
12.1±3.5 14.8±4.2 3.61 P<0.05

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
2.5±0.8 3.2±1.0 3.89 P<0.05

总胆固醇

（TC，mmol/L）
4.6±0.9 5.2±1.1 3.09 P<0.05

甘油三酯

（TG，mmol/L）
1.6±0.5 2.0±0.7 2.97 P<0.05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mmol/L）
2.8±0.6 3.3±0.8 3.29 P<0.05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mmol/L）
1.2±0.3 1.0±0.2 3.77 P<0.05

3.生活质量比较

研究组患者在生理功能、心理状态及社会功能等

方 面 的 得 分 均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P<0.05）。 具 体 得 分

为：生理功能（PF）研究组为（75.4±10.3），对照组为

（60.2±12.5）；心理状态（MH）研究组为（72.8±9.6），

对 照 组 为（59.7±10.8）； 社 会 功 能（SF） 研 究 组 为

（78.2±11.1），对照组为（64.3±12.9）。见表 3。

表3　比较两组患者生活质量（x±s）

项目
研究组

（n=45，x±s）

对照组

（n=45，x±s）
t 值 P 值

生理功能（PF） 75.4±10.3 60.2±12.5 6.21 P<0.05

心理状态（MH） 72.8±9.6 59.7±10.8 6.31 P<0.05

社会功能（SF） 78.2±11.1 64.3±12.9 5.66 P<0.05

躯体疼痛（BP） 70.1±8.9 58.7±9.8 6.14 P<0.05

活力（VT） 74.5±10.2 61.4±11.6 5.89 P<0.05

一般健康状况

（GH）
73.9±9.4 60.8±11.3 6.26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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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研究组

（n=45，x±s）

对照组

（n=45，x±s）
t 值 P 值

情感角色功能

（RE）
77.6±8.7 63.5±10.4 6.89 P<0.05

社会角色功能

（SR）
75.8±9.9 61.9±11.2 6.23 P<0.05

心理健康综合评

分（MCS）
76.2±8.4 62.1±9.6 7.27 P<0.05

生理健康综合评

分（PCS）
74.8±9.1 60.3±10.7 7.04 P<0.05

4.患者满意度比较

研 究 组 患 者 对 护 理 服 务 的 满 意 度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研 究 组 的 总 体 满 意 率 为 93.3%， 对 照 组 为 75.6%

（P<0.05）。见表 4。

表4　比较两组患者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研究组

（n=45）

对照组

（n=45）
χ2 值 P 值

非常满意 28（62.2%） 18（40.0%） 4.92 P<0.05

满意 14（31.1%） 16（35.6%） 0.36 P>0.05

基本满意 4（8.9%） 8（17.8%） 1.54 P>0.05

不满意 2（4.4%） 3（6.7%） 0.21 P>0.05

总体满意率 42（93.3%） 34（75.6%） 5.65 P<0.05

三、讨论

加强护患沟通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护理越来越重要。

该研究表明，密切交流可显著改善患者治疗依从性、血

糖控制效果及生活质量，为临床护理实践提供强有力支

撑。老年糖尿病患者常因年龄增长导致身体功能衰退、

认知能力降低等问题而给病情管理造成很大困难。他们

既要处理慢性病长期管理问题，又要面临因此而造成的

心理压力及生活质量降低等问题。这时，仅仅依靠医学

护理已很难适应病人的需要，护患沟通正好能弥补这一

缺陷。

有效的护患沟通可使病人对自身病情、治疗方案与

护理措施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而提高其自我管理意识与

能力。这种交流并不局限于传递信息，还包括感情交流

与支持等内容。护理人员与病人建立信任关系可以及时

捕捉病人心理需求并给予个性化护理及心理疏导，有利

于缓解病人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促进病人心理状态

及社会功能的改善。同时护患沟通还有利于护理人员对

患者生活习惯，家庭背景及个性特征等方面有更深一步

的了解，以便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护理方案。这一个

性化护理在提高患者满意度的同时，还明显提高其治疗

效果。

在这项研究里，研究组中的患者在治疗的依从性、

血糖的管理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并且在生活质量的多

个方面都展现出了卓越的成果，这都归功于与患者之间

的高效沟通。护理人员与病人及家属进行密切交流，可

以及时发现和解决病人治疗及护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从而避免不良事件发生，确保护理质量不断提高。特别

对于老年患者来说，交流可以弥补由于年龄、疾病等原

因造成的信息获取上的障碍，让他们面对错综复杂的健

康问题不再孤独无助。

因此，与患者的有效沟通不仅是提升护理服务质量

的有效途径，也是关心老年糖尿病患者全面健康状况的

核心战略。在今后护理工作中要不断加深护患沟通实践

及研究，进一步提高老年糖尿病患者护理效果及生活质

量。通过对沟通技巧与方式的持续优化，可以更好的满

足病人多样化的需求，从而达到人性化、全方位优质护

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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