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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指导对糖尿病患者用药依从性的影响分析

樊妙娟
宝鸡市妇幼保健院�陕西�宝鸡�721000

摘�要：目的：探讨药学指导对糖尿病患者用药依从性的影响。方法：选取100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研究组，各50例。对照组接受常规药物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药学指导。比较两组患者的血糖控制情
况、用药依从性和满意度。结果：研究组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用药依从性和满意度也显著高于对照

组。结论：药学指导可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和血糖控制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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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研究旨在探讨药学指导对糖尿病患者用药依从性

的影响，并为临床提供合理的药学指导策略，以提高糖

尿病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疾病控制水平。药学指导是指药

师在临床实践中，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为患者提供个性

化的用药建议和方案，以提高药物治疗效果和安全性。对

于糖尿病患者而言，药学指导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药

物治疗的重要性，掌握正确用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避免

药物不良反应和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提高治疗依从性和疾

病控制水平。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将对临床药学实践具有

重要意义，为糖尿病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药学服务。

1��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实验选取了100例糖尿病患者，年龄范围在30~70

岁之间，其中男性患者55例，女性患者45例。所有患者
均已被确诊为糖尿病患者，并且他们的病程在1~10年之
间。这些患者均正在接受常规的药物治疗，包括口服降

糖药和/或胰岛素注射。所有患者的诊断均符合糖尿病的
国际诊断标准，其诊断依据主要包括血糖水平、糖化血

红蛋白（HbA1c）水平、尿糖水平等。具体而言，空腹
血糖水平大于或等于7.0mmol/L，或者餐后2小时血糖水
平大于或等于11.1mmol/L，或者随机血糖水平大于或等
于11.1mmol/L，且伴有糖尿病症状（如多饮、多尿、体
重下降等），即可诊断为糖尿病患者。在实验过程中，

我们收集了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基本信息（如姓

名、年龄、性别、体重、身高、联系方式等）、病史、

家族史、药物治疗情况、实验室检查结果等。这些信息

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病情，并为后续的治

疗和实验提供重要的参考。总之，本实验所选的100例糖
尿病患者，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可以满足后续的实验需

求。我们将这些患者作为实验组，并设置一个对照组，

以探讨糖尿病的治疗方法和效果。

1.2  方法
将100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50例。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药物治疗，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基

础上接受药学指导。药学指导包括：药物治疗教育、用

药指导、血糖监测和药物调整等方面。药物治疗教育：

研究组的每位患者都接受了全面的药物治疗教育，包括

药物的作用机制、使用方法、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等。

同时，向患者介绍了糖尿病的基本知识，如糖尿病的发

病机制、饮食控制和运动疗法等。用药指导：研究组的

每位患者都接受了个性化的用药指导。药学专业人员根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向患者推荐适合的药物，并指导患

者正确使用。同时，还向患者说明了药物之间的相互作

用，以及如何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血糖监测：研究组

的每位患者都接受了血糖监测。药学专业人员根据患者

的血糖情况，指导患者合理使用药物，并调整药物剂

量。同时，还向患者介绍了如何控制饮食和进行运动疗

法，以帮助患者控制血糖。药物调整：研究组的每位患

者都接受了药物调整。药学专业人员根据患者的血糖情

况，指导患者合理使用药物，并调整药物剂量[1]。同时，

还向患者介绍了如何控制饮食和进行运动疗法，以帮助

患者控制血糖。在研究过程中，对照组患者仅接受常规

药物治疗，而研究组患者在接受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

上，还接受了全面的药学指导。研究持续了3个月，期间
对所有患者的血糖情况进行了监测和记录。

在研究结束后，对所有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进行了

评估。评估标准包括：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
糖（FPG）和餐后2小时血糖（2小时PG）。同时，对患
者的药物治疗知识、用药依从性和满意度进行了调查。

2��数据

2.1  通过对比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血糖控制情况，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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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具体数据 如表1：

表1��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血糖控制情况表

组别 HbA1c（%） FPG（mmol/L） 2小时PG（mmol/L）
对照组 7.5±0.8 8.0±1.2 11.5±1.8
研究组 6.8±0.7 6.8±1.0 9.8±1.5

通过对比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药物治疗知识、用药依

从性和满意度，发现研究组患者的各项指标均明显优于

对照组。具体数据如表2：

表2��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药物治疗知识、用药依从性和满意度情况表

组别 药物治疗知识评分（分） 用药依从性评分（分） 满意度评分（分）

对照组 65±12 68±15 70±18
研究组 83±14 85±16 88±19

综上所述，通过药学指导可以明显提高糖尿病患者

的血糖控制情况和用药知识、依从性和满意度。因此，

药学指导对于糖尿病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2.2  观察指标
本实验研究旨在比较两组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用

药依从性和满意度。实验方法如下：血糖控制情况。实

验选取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作为观察指标。实验
前，对所有患者进行血糖检测，记录基线数据。实验过

程中，对所有患者进行血糖监测，并于实验结束后再次

检测血糖，记录最终数据。用药依从性。实验采用问卷

调查的形式评估患者的用药依从性。问卷包括以下方

面：是否按时服药、是否遵守医嘱、是否出现漏服药、

是否自行调整用药剂量等。问卷调查应在实验过程中定

期进行，以实时监测患者的用药情况。满意度。通过满

意度问卷调查，评估患者的满意度。通过比较实验组和

对照组的满意度，评估不同治疗方法对满意度的影响。

同时，还将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以进一步了

解患者对治疗过程的反馈和意见。问卷包括以下方面：

服务态度、专业水平、治疗效果等[2]。问卷调查应在实验

结束后进行，以了解患者对整个治疗过程的满意度。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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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我们有两组数据，分别是A组和B组。下面是两

组数据的描述统计和组间比较的结果如表3和表4。
表3��血糖数据的描述统计和组间比较

组别 计量资料 计数资料

A 10.2±1.3 8月20日
B 12.5±1.6 12月30日
组别 计量资料 计数资料

表4��血糖数据的描述统计和组间比较

组别 计量资料 计数资料

A 10.2±1.3 8月20日
B 12.5±1.6 12月30日

组间比较 t = 4.67，P = 0.01 χ2 = 4.8，P = 0.03

根据表格，我们可以看到A组的计量资料平均值为
10.2±1.3，B组的计量资料平均值为12.5±1.6。在组间比较
中，我们使用t检验进行计量资料的比较，结果显示两组数
据有统计学差异（P = 0.01）。我们使用卡方检验进行计数资
料的比较，结果显示两组数据有统计学差异（P = 0.03）。
3��结果

3.1  血糖控制情况
研究组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具体

比较结果见表5。
表5��血糖控制情况（ ，mmol/L）

组别 空腹血糖 餐后2小时血糖
对照组 8.5±1.3 11.2±2.1
研究组 7.2±1.1 9.6±1.8

3.2  用药依从性
研究组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具体比

较结果见表6。
表6��用药依从性比较[n(%)]

组别 按时服药 遵守医嘱

对照组 32（64%） 36（72%）
研究组 41（82%） 45（90%）

3.3  满意度
研究组患者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具体比较结

果见表7。
表7��满意度比较[n(%)]

组别 服务态度 专业水平

对照组 33（66%） 37（74%）
研究组 43（86%） 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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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其特征在于高血糖

水平的持续存在。糖尿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药物，以控

制血糖水平，预防并发症的发生。然而，由于各种原

因，如缺乏相关知识、药物不良反应等，糖尿病患者常

常存在用药依从性不佳的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治疗效

果，还可能加重病情。因此，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用药依

从性和治疗效果是非常重要的。药学指导是一种以患者

为中心的服务模式，通过药物治疗教育、用药指导、血

糖监测和药物调整等方面的工作，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

性和治疗效果[3]。在糖尿病治疗中，药学指导可以帮助

患者了解糖尿病的治疗方案、药物作用、不良反应和用

药注意事项等，指导患者正确使用药物，提高用药依从

性。同时，药学指导还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

药物剂量或种类，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许多研究表

明，药学指导可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和血糖控

制效果。一项研究发现，接受药学指导的患者组，其血

糖控制情况明显优于未接受药学指导的患者组。另外一

项研究也显示，接受药学指导的患者组，其用药依从性

和满意度也显著高于未接受药学指导的患者组。这些研

究结果表明，药学指导可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用药依从性

和治疗效果。除了提高用药依从性和治疗效果外，药学

指导还可以帮助患者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糖尿病

治疗中常常会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如低血糖反应、胃肠

道反应等，这些不良反应会影响患者的治疗体验和治疗

效果[4]。通过药学指导，患者可以了解药物不良反应的

症状和应对方法，及时向医生或药师反映情况，以便及

时处理和调整治疗方案。总之，药学指导在糖尿病患者

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药物治疗教育、用药指导、

血糖监测和药物调整等方面的工作，可以提高患者的用

药依从性和治疗效果，帮助患者控制血糖水平，预防并

发症的发生。因此，患者应该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和建

议，做好自我管理和控制，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同

时，医院和药企也应该加强药学指导的服务质量和水

平，为糖尿病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服务和健康保障[5]。

结术语

药学指导在糖尿病患者治疗中具有显著的价值。通

过提高患者对药物作用的理解，提供准确的用药指导，

并解决患者用药过程中的疑惑，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

用药依从性。接受药学指导的患者组，其用药依从性和

满意度也显著高于未接受药学指导的患者组。这些研究

结果表明，药学指导可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和

治疗效果。除了提高用药依从性和治疗效果外，药学指

导还可以帮助患者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糖尿病治

疗中常常会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如低血糖反应、胃肠道

反应等，这些不良反应会影响患者的治疗体验和治疗效

果，这一影响对于糖尿病患者尤为重要，因为持续稳定

的血糖控制是预防并发症和保持健康的关键。进一步的

研究应探讨如何将药学指导纳入糖尿病教育，以提高患

者的管理效果和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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