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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的日常护理

乔改改
东胜区人民医院�内蒙古�鄂尔多斯�017000

摘�要：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和调节。日常护理是控制病情和预防并发症的重要措施，主要包

括饮食调节、药物治疗、运动控制和心理护理等方面。患者应该了解自己的病情和治疗需求，定期复查，按时服药，

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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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糖尿

病发病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糖尿病是一种典型的慢性

代谢性疾病，治疗难度大，并且会引起多种并发症的出

现，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糖尿病已然

成为继肿瘤、心血管疾病之后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三大慢

性疾病。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积极控制血糖是治疗和

护理疾病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的。糖尿病患者需要合理

的控制自己的饮食，从而稳定病情、提升生活质量。医

护人员必须全面的讲解糖尿病相关知识，使患者认识到

糖尿病的危害性，从而提高指导意义，提升患者的生活

质量。

1��糖尿病患者概述

糖尿病患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它会导致高血

糖水平，从而对人体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据世界卫生

组织（WHO）统计，全球有超过4亿人患有糖尿病，预
计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6亿。糖尿病已经成为全
球性的健康问题，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糖尿病是一种代谢性疾病，主要是由于胰岛素

分泌不足或胰岛素作用障碍引起的。高血糖是糖尿病的

主要特征，长期高血糖水平会导致各种并发症，如心血

管疾病、视网膜病变、肾脏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糖

尿病的病因复杂，其中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生活方式

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糖尿病可以分为1型糖尿病、2
型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和其他类型糖尿病。其中，1型糖
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引起的，需要依赖胰岛素治

疗；2型糖尿病是最常见的糖尿病类型，是由于胰岛素
作用障碍引起的，需要进行药物治疗和生活方式干预。

糖尿病患者需要长期控制血糖水平，以避免并发症的发

生。因此，糖尿病健康教育对于患者的管理和预后非常

重要。教育应该从饮食、运动、药物等方面入手，帮助

患者控制血糖水平，提高生活质量[1]。同时，还需要关注

患者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心态，勇敢面对

疾病。糖尿病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疾病，患者需要遵

循特定的饮食计划、运动计划和药物治疗方案，以控制

血糖水平。同时，患者还需要定期进行血糖监测、肾功

能检查、眼底检查等，以评估病情和治疗效果。糖尿病

患者需要学会自我管理，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生

活质量。

2��血糖检测自我护理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是需要进行自我监测和管理

的。在日常生活中，糖尿病患者需要检测血糖水平，并

根据检测结果来调整药物剂量和饮食等方面的控制。下

面将介绍糖尿病患者血糖检测的自我护理。

2.1  血糖检测时间：血糖检测时间是非常关键的，通
常需要选择以下几个时间段进行血糖检测：空腹血糖、

餐后1小时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空腹血糖：检测时间
为清晨起床后，进食前的血糖水平。餐后血糖：在三餐

后进行血糖检测，早餐后的检测时间为餐后1小时，午餐
和晚餐后的检测时间为餐后2小时。

2.2  血糖检测方法：手指采血法是目前最常用的血糖
检测方法。糖尿病患者可以使用家用血糖仪进行血糖检

测，步骤如下：1）清洁环节：用肥皂和温水清洗手指，
并确保干燥。如果有必要，则可以使用酒精消毒。2）插
上针头：在血糖仪上装上适合的针头，并将其固定在血

糖仪上。3）采集血样：将采血器的针头放在手指上，
按下按钮进行采血。用棉球或酒精棉球轻轻按压待采血

点，保证血液充分出现。4）检测血糖：将采集到的血样
涂到血糖试纸上，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试纸放入血糖仪中

进行检测。除了手指采血法，糖尿病患者还可以采用其

他方法进行血糖检测。例如：在前臂或手臂上用小针头

进行采血，或者通过血糖传感器采集血糖数据等。

2.3  保持血糖监测的重要性：血糖监测是糖尿病患者
疾病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患者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避免低血糖或高血糖等情况的发生。因此，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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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者需要养成定期监测血糖的习惯，并记录监测结果，

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法[2]。同时，糖尿病患者也需要与医

生保持密切联系，定期复诊，进行全面的健康管理。

3��糖尿病患者的饮食选择方面

糖尿病患者需要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选择适当的

食物和饮料，控制血糖水平，降低糖尿病的风险及进一

步发展。下面将介绍一些糖尿病患者饮食选择的方面。

3.1  饮食种类：不同食物的营养成分和GI值（血糖指
数）有差异，因此糖尿病患者应该选择低GI值的食物，
减少血糖的波动。适宜的食物包括：含有复杂碳水化合

物的食物，例如全麦面包、杂粮食品等。高纤维含量的

蔬菜和水果，例如青椒、白菜、草莓等。蛋白质含量适

当的食物，例如瘦肉、禽肉、鱼类等。坚果、种子等低

糖含量的食物可以作为小零食。

3.2  餐前的控糖：在饮食选择之外，糖尿病患者需
要注意餐前控糖。在饮食前，糖尿病患者可以进行以下

措施控制糖分的吸收：在饮食前进行针头清洗。清洗手

上的针头可以防止感染和疼痛，令针头插入皮肤更加容

易。饮食前预防低血糖风险，例如喝一杯牛奶或吃几块

坚果。进食的时候缓慢咀嚼，在慢慢消化食物的同时，

可以让血糖升高的速度更缓慢。

3.3  限制高GI值食品：高GI值的食品会在短时间内快
速升高血糖水平，因此应该尽量减少摄入这类食品，例

如高糖含量和高淀粉含量的食品，例如甜食、糕点、面

包等。

3.4  饮食节奏：规律的饮食节奏有助于稳定血糖水
平。糖尿病患者在每天固定时间段就餐，严格控制饮食

量和质量，避免在餐后患上早期餐后低血糖或高血糖等

症状。总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选择需要在医生和专业

人士的指导下进行，选择低GI值的食物，避免过度食用
高GI值的食品，共同建立规律的饮食节奏，并注意餐前
控糖，以达到良好的血糖控制和健康管理[3]。

4��糖尿病患者日常生活方面

糖尿病患者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特殊的管理和注

意事项，以维持血糖水平的稳定，减少糖尿病并发症的风

险。以下是一些糖尿病患者日常生活方面的注意事项。

4.1  适量运动：适度的运动可以增强身体的代谢能
力，促进血糖的调节和降低胰岛素抵抗。糖尿病患者需

要遵循医生的建议，进行适合自己的运动，例如散步、

太极拳、瑜伽等。

4.2  不吸烟、不喝酒：糖尿病患者需要严格控制自己
的生活方式，例如不吸烟和不喝酒。吸烟和喝酒不仅会

加速血管的老化和加重糖尿病病情，也会增加心脏病、

中风等疾病的风险。

4.3  注意足部护理：糖尿病患者足部护理非常重要。
长时间站立或久坐都会影响脚部的血流，加重糖尿病足

的风险。因此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多休息，

减轻脚部负担。穿足底柔软的鞋子，避免磨脚和擦伤。

定期检查足部，保持足部卫生，减轻感染的风险。

4.4  控制血压和血脂：高血压和高血脂可以加重糖尿
病并发症的风险。糖尿病患者需要每年进行血压和血脂

检查，以控制血压和血脂的水平。如果发现任何异常，

需要就医接受治疗[4]。

4.5  定期检查：糖尿病患者需要定期进行血糖检查、
眼部检查、心脏检查、肾脏检查等一系列检查，以及定

期接受医生的复诊和建议，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保

持健康。

5��药物治疗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目前药物治疗是糖尿病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糖尿

病药物治疗可分为口服药物和注射用药两种类型，根据

患者的具体情况和病情严重程度选择不同的药物和治疗

方法。

5.1  口服药物：口服糖尿病药物主要有以下几种类
型：双胍类药物：例如二甲双胍、格列喹酮等，主要作

用是抑制糖原合成，促进葡萄糖的利用，可降低血糖浓

度。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例如糖苷酶抑制剂，工作原理
是抑制小肠的α-葡萄糖苷酶活性，减慢小肠中对葡萄糖的
吸收。肠促胰岛素分泌药物：例如格列喹酮、格列齐特

等，主要作用是通过刺激胰岛素分泌来降低血糖浓度。

胰岛素敏感剂：例如格列奈特、吡格列酮等，通过增加

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来提高胰岛素的利用效率，从而

减少血糖的积累[1]。

5.2  注射用药：注射用药主要是胰岛素治疗，适用
于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晚期患者，就是对口服药物治
疗效果不理想，或病情严重需要立刻控制血糖的时候。

胰岛素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快速作用胰岛素：例如

胰岛素方式等，注射时的作用时间短暂，可用于控制餐

后高血糖。短效胰岛素：例如普通胰岛素等，作用时间

较快但时间较持久，适用于患者需要频繁注射的情况。

中长效胰岛素：例如糖化血红蛋白、胰岛素依泊利等，

作用时间较快但持续时间较长，仅需一天注射一次。

总之，糖尿病药物治疗包括口服药物和注射用药两种类

型，根据患者的病情和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和治

疗方法，控制血糖水平，延缓并发症的发生。但是，应

注意每种药物的副作用和注意事项，建议在医生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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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用药，以确保药物的最佳疗效。

6��运动方案

适当的运动可以有效地缓解糖尿病患者的症状，提

高身体免疫力和代谢能力，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然

而，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和合适的

运动频率非常重要，以下是一些糖尿病患者运动方案的

建议：

6.1  选择适宜的运动项目：糖尿病患者应选择对身
体有益的中低强度运动，例如散步、慢跑、骑自行车、

游泳、瑜伽等。运动强度应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年龄

和体重等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最好不要选择高强度运

动，以免引起文胸。

6.2  控制运动时间：糖尿病患者应控制每次运动的时
间在30分钟左右，切勿疲劳过度。运动时间应根据患者
的身体状况和医生的建议进行适当调整。

6.3  进行有规律的运动：糖尿病患者应该按照规律进
行运动，建议每周进行3-5次，每次30-60分钟，可以在早
晨、中午和晚上进行。运动可以促进身体代谢的平衡，

减轻糖尿病的症状，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健康水平。

6.4  注意饮食排布：糖尿病患者在进行运动时，应注
意控制每餐饮食的糖分和卡路里，不要过度摄入。可以

在运动前1小时食用适宜的营养补充剂和少量的碳水化合
物，以保证能量的供应[2]。

6.5  注意血糖监测：糖尿病患者在进行运动时，应注
意对血糖的监测，通过不断监测血糖水平，调节食物和

运动的量，保持血糖的稳定状态。总之，正确的运动方

案对糖尿病患者的健康至关重要。糖尿病患者应该选择适

宜的运动项目，控制运动时间，进行有规律的运动，注意

饮食排布和血糖监测，这样才能让运动发挥最佳的疗效，

有效控制血糖水平和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身体状况。

7��心理疏导自我护理

糖尿病的治疗包括药物控制、饮食管理和运动控制

等方面的措施。除了这些物理方面的治疗措施外，患者

的心理状态也很重要。因此，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心理

疏导和自我护理，以下是一些建议：

7.1  了解糖尿病：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需要
接受长期治疗和调节。患者需要了解该疾病的病因、症状

和预防措施等方面的知识，以便更好地进行自我管理。

7.2  与家人/朋友交流：糖尿病患者可以与家人或朋
友沟通交流，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以便

得到关心和支持。患者可以参加一些糖尿病患者支持小

组，与志同道合的人分享经验和情感。

7.3  控制压力：心理上的压力可以使糖尿病的发作更
加频繁和严重。患者可以通过放松训练、瑜伽和冥想来

控制压力，缓解紧张和焦虑的情绪。

7.4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良好的生活方式有助于调
节身体内环境，减少糖尿病和并发症的风险，也可以改

善心理状态。糖尿病患者可以抽时间进行户外散步、早

睡早起、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等等[3]。

7.5  遵守医嘱糖尿病患者应遵守医生的治疗和管理建
议，按时服药、控制饮食和进行运动。患者还应定期复

查，遵循医生的建议进行调整治疗。总之，心理疏导和

自我护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非常重要。患者需要了解

疾病知识、控制压力、与家人/朋友交流、保持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遵守医嘱，这样才能控制血糖水平、改善身体

状况，并减少并发症的风险。

结束语

糖尿病的日常护理是防治糖尿病和并发症的重要手

段，它包括饮食调节、药物治疗、运动控制和心理护理

等方面。患者需要了解自己的病情，遵守医生的治疗和

管理建议，按时服药、控制饮食和进行运动。而且患者

还应定期复查，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生活方式，这样才能

有效控制病情，减轻症状，缓解心理压力，并预防并发

症的发生。最终达到保持健康、幸福生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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