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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信行理论为基础的健康教育

在糖尿病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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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以知信行理论为基础的健康教育在糖尿病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糖尿病患者100

例，将其随机分为2组，各50例。对照组以常规方式进行干预，观察组以知信行理论为基础进行健康教育，对比2组干预效

果。结果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及糖化蛋白水平、体质量指数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患者糖尿病相关知识掌握度及各项依从性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以知信行理论为基础的健康教育在改善糖尿病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水平及依从性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有利于

提高患者自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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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heahh education based on knowl-

edge-belief-behavior in clinical nursing of diabetic patients．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including 50 cases

in per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way，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conduc-

ted health education based on knowledge．belief-behavior．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two groups was

observed．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postprandial 2 h blood glucose，

glycosylated protein and body mass index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mastery

of knowledge and complia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bser-

vation group(P<0．05)．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 Heahh education based on knowledge．

belief-behavior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awareness and compliance of patients with diabe—

tes，and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patients’self-control ability．

KEY WORDS：knowledge-belief-behavior；health education；diabetes；compliance；blood

glucose；complications

糖尿病属于慢性终身性疾病，患者多为中老

年人，但近年来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1。2|。发病

后，患者大多可见“多饮、多尿、多食”现象，且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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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病情发展，还可造成多脏器、多系统损伤，严重

威胁患者的健康及生命安全阻4I。研究‘51显示，

糖尿病患者自身的行为习惯往往会对病情造成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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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加强对患者健康教育的重视对于改善患

者病情及提高血糖控制效果有着重要意义。因

此，如何提高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教育效果并改善

患者依从性已成为临床关注的重点。知信行理论

是一种有关行为改变的理论，本研究以知信行理

论为基础对收治的患者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现将

其应用效果分析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6年6月_2018年6月收治的

100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患者符合《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3年

版)》№1的相关诊断标准；②患者意识清醒，无精

神疾病与沟通障碍，可配合研究；③患者经思考

后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疾病、

意识障碍者；②合并严重脏器功能障碍者；③

临床资料不全者，中途退出研究者。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将100例患者分为2组，各50例。对照组

中，男29例，女21例，年龄47～82岁，平均

(58．8±4．4)岁，病程1一12年，平均(5．9±0．4)

年；观察组中，男32例，女18例，年龄46～

83岁，平均(59．5±4．6)岁，病程2—13年，平均

(5．7±0．8)年。2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可比性。

1．2 方法

1．2．1对照组：采用常规方式进行干预，即通过

常规口头宣教方式进行健康指导，嘱患者合理用

药，并告知患者饮食需以清淡、易消化食物为主，

并需合理控制总热量；指导患者适当进行太极

拳、散步等有氧运动，以增强机体抵抗力，协助控

制血糖；护理人员还需严密观察患者情况，一旦

有异常现象发生，需及时协助医生进行处理。

1．2．2观察组：采用以知信行理论为基础的健

康教育指导。(1)构建研究小组，评估患者情况。

科室需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具有

丰富临床经验的临床医生、护士长、责任护士等；

患者人院后，小组成员为患者提供专业的病情指

导与干预指导，并及时与患者沟通，了解患者相

关情况，评估患者对糖尿病知识的掌握程度；此

外，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表对患者情况进行

全面了解，护理人员详细向患者讲解调查表的相

关内容，并指导患者现场填写，现场回收，根据调

查表结果评估患者对自我管理及监护的掌握情

况。(2)强化患者认知与信念。缺乏对自我管理

及血糖监测的认知是影响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重

要不利因素，故护理人员应耐心向患者讲解疾病

及自我监护的相关知识，并根据评估结果为患者

提供针对性的疾病知识指导，提升患者对疾病知

识的认知水平。①护理人员可向患者发放健康

知识手册，手册内容包括自我血糖监测方法、注意

事项、要点、重要性、适宜人群、常见影响因素等，

从而提高患者的血糖监测能力，并提升患者对血

糖的认知度及控制能力，增强其治疗信心。②护

理人员可通过多渠道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如专

家讲座、科教视频、书刊报纸等，不断强化患者自

我监护与管理信念，提高其各项行为依从性；对

于存在疑惑者，护理人员需耐心解答其问题，详细

讲解疾病及血糖自我监测的重要性与价值等。此

外，可通过现场示范、观看视频等方式指导患者掌

握自我血糖监测方法，并指导患者反复操作，以确

保患者能够完全掌握操作要点。③信念是改变

患者不良行为习惯并帮助其养成科学行为习惯的

动力与基础，因此护理人员应加强对患者信念建

立的重视，同时进行之外，护理人员还可组织患者

与家属进行经验交流，对不良行为或错误认知进

行及时纠正，并指导患者间相互学习正面经验，帮

助患者建立正确、积极的健康信念及态度。(3)强

化自我管理行为。①护理人员向患者讲解合理

饮食、合理运动对病情的影响，并根据患者自身情

况为其制定合理的运动及饮食方案，指导患者坚

持每日进行足部护理等；护理人员还可定期组织

患者参加知识讲座，不断向患者强调糖尿病的相

关知识、常见并发症、自我监测知识、合理饮食与

运动知识等。②患者出院时，护理人员向其发放

血糖监测记录表，嘱其对血糖水平进行认真记录，

以便为随访患者血糖控制情况提供有效依据，同

时有效的血糖监测记录还可为医生用药提供有效

参考，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对药物

种类、剂量、护理方案等进行合理调整，对提高治

疗针对性与有效性有重要价值；随访时，护理人

员根据患者血糖监测情况与自我监测方法进行评

估，对于监测方法存在问题者及时进行纠正与指

导，这对提升患者自我监测方法的掌握程度与自

我监护质量有重要价值。③患者出院后6个月

内，护理人员应定时进行电话随访，以了解患者出

院后自我监护情况，对患者出现的问题、存在的疑

惑进行及时解答与指导等，不断提高患者自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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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能力。

1．3观察指标

①比较2组患者干预前后血糖水平变化情

况，包括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

水平等，并比较2组患者干预前后体质量指数情

况；②比较2组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情况，以

自制问卷调查表进行评估，调查表满分为100分，

以>90分为完全掌握，以60～90分为部分掌握，

以<60分为未掌握，完全掌握率+部分掌握率=

总掌握度"1；③比较2组患者各项操作依从性

情况，以自制问卷调查表进行评估，包括合理饮

食、合理运动、定期检测血糖、定期检测尿糖、每日

足部护理、按时用药等；④对2组患者并发症发

生情况进行统计与比较。

1．4统计学分析

将数据资料输入SPSS 20．0处理，计量资料

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进行x2检验，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血糖、体质量指数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

及糖化蛋白水平、体质量指数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2组血糖指标、体质量指数比较(x±s)

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糖尿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总掌握度显著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2。

2．3各项行为依从性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各项行为依从性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2 2组患者糖尿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比较【n(％)】

与对照组比较．$P<O．05。

表3 2组患者各项行为依从性比较[n(％)】

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并发症情况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表4 2组患者并发症情况}E较[n(％)]

与对照组比较，十P<0．05。

3讨论

糖尿病为临床多发病、常见病，且发生率呈现

明显增长趋势⋯。糖尿病由于发病机制较为复

杂，且诱导因素较多，加上治疗周期较长，故而治

疗期间极易引发多种并发症，进而加重病情，严重

影响患者的健康及生活质量。因此，加强对糖尿

病患者治疗及干预的重视，尽可能控制患者血糖

水平，预防并发症发生，对于糖尿病患者尤为重

要一J。由于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且病

情极易受患者自身行为习惯的影响，因此，有效的

健康教育对于改善患者病情有着重要意义。研

究¨驯显示，糖尿病患者对相关疾病知识的掌握度

越高，其遵医行为越好，并发症越少。因此，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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