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尿病患者的康复护

理与病情监测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和管理。为了帮助患者尽快恢复健康

,医护人员需要采取科学的康复护理措施,并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动态监测。这

包括合理的饮食计划、适度的运动方案、定期的体检检查等。同时还要关注

患者的心理状况,缓解焦虑情绪,提高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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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的基本概念

疾病介绍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

主要特征是血糖水平持续升高。

分为1型和2型两种主要类型。

胰岛素调节

正常情况下,胰腺会分泌胰岛素

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则缺乏或

不能有效利用胰岛素。

常见症状

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下降等

是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可能还会

出现视力模糊、易感染等。



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

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患者眼部并发症之一，由

高血糖导致视网膜微血管损伤，

严重时可能失明。需定期眼科检

查及时治疗。

糖尿病足

由于神经损害和血管病变，糖尿

病患者容易出现皮肤感染、溃疡

甚至截肢。需定期检查足部并做

好护理。

糖尿病肾病

高血糖导致肾小球和肾小管受损

，严重时可能需要透析或肾移植

。需监测肾功能并控制血糖。



血糖监测的重要性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定期监测血糖是非常关键的。准确了解血糖水平可以帮助医生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也能

让患者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病情。

如图所示,血糖监测频率越高,血糖控制效果越好。因此,医生建议糖尿病患者每天至少检查两次血糖,以便及

时发现并调整血糖异常。



血糖监测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1

血糖检测仪

方便家庭使用的血糖检测设备

2

血糖监测时间

餐前、餐后、睡前等多个时段

3

注意事项

保持环境整洁、手部清洁、测试准确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定期监测血糖水平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使用便携式的血糖检测仪,在多个时段如餐前

、餐后、睡前等进行测量。在测试过程中,要注意保持环境整洁、手部清洁,确保测试准确。结合医生的指导,

密切关注血糖变化,对于控制病情和预防并发症非常有帮助。



胰岛素治疗的原理和方法

胰岛素的作用机制

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激素,可以促进细胞摄取和

利用葡萄糖,降低血糖水平。它通过结合细胞表

面的受体而发挥作用,促进葡萄糖的吸收和利用

。

胰岛素的给予方式

胰岛素通常需要通过皮下注射给予,以模拟生理

性的胰岛素分泌模式。不同种类的胰岛素有不

同的作用时间和持续时间,需要根据个人情况合

理选择。

胰岛素注射的技巧

正确的注射方法可以提高胰岛素的吸收和利用

率,包括选择注射部位、调整注射角度和深度、

预留注射时间等。针头的长度和针头尺寸也需

要根据个人情况进行选择。

胰岛素剂量的调整

胰岛素的剂量需要根据血糖监测结果及个人情

况进行动态调整,以达到良好的血糖控制。同时

还需注意饮食、运动等因素对用药的影响。



口服降糖药物的种类和使用

常见口服降糖药物

包括二甲双胍、磺脲

类药物、α-葡萄糖

苷酶抑制剂、DPP-4

抑制剂、SGLT-2抑制

剂等。每种药物具有

不同的作用机制和适

用人群。

用药注意事项

根据个人病情、肝肾

功能情况合理用药。

注意药物相互作用、

不良反应等,定期检

查。配合医生指导,

遵医嘱用药。

二甲双胍

是第一线口服降糖药

物。可抑制肝脏糖异

生,降低空腹血糖。

需注意胃肠道不良反

应及乳酸中毒风险。

磺脲类药物

通过刺激胰岛β细胞

分泌胰岛素,降低血

糖。需注意低血糖风

险。适合胰岛功能相

对保留的患者。



饮食调理的原则和建议

均衡饮食

通过摄入蔬菜、水果、全谷物、低脂肪蛋白质

等食物,达到营养均衡,满足身体各项营养需求

。

控制碳水化合物

合理限制糖类和淀粉类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

制血糖稳定。

推荐低脂肪蛋白质

选择瘦肉、鱼类、家禽、豆制品等低脂肪蛋白

质源,有利于心血管健康。

适量饮水

每天饮用1.5-2升水,有助于维持体内水分平衡。



运动处方的制定和指导

评估身体状况

根据患者的年龄、体重、既往病史和运动能力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运动处方。

选择合适运动

建议选择有氧运动如慢跑、游泳或骑自行车等,有助于改善血糖控制。

逐步增强强度

根据患者的耐受能力,循序渐进地提高运动强度和持续时间,以达到最佳疗效。

注重安全监护

运动时需密切关注血糖变化,并做好相应的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理。



足部护理的重要性和方法

预防并发症

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足部并发症,如神经病变

和循环障碍。定期护理足部可以及时发现并预

防这些问题,维护整体健康。

保持皮肤健康

适当护理可以保持足部皮肤清洁、柔软,预防

皮肤损伤和感染。定期修剪指甲、涂抹护理品

也很重要。

改善血液循环

适度运动可以刺激足部血液循环,促进营养供

给,预防缺血性并发症。选择合适的鞋袜也有

助于改善足部血液循环。

增强自我管理

定期自我检查足部,培养良好的自我管理习惯,

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有

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心理辅导的必要性和方法

心理辅导的必要性

糖尿病患者在生活中会面临诸多

心理障碍,如焦虑、抑郁、自卑

等。专业的心理辅导可以帮助他

们接受自身疾病,培养积极乐观

的心态,从而更好地配合治疗。

个人和团体辅导

心理辅导可采取个人或团体的形

式。个人辅导可针对患者的具体

问题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团体辅

导则可以促进患者间的互帮互助

,增强自我管理能力。

多学科协作

心理辅导应与医疗团队密切配合

,由医生、护士、营养师等共同

参与,为患者提供全面的心理健

康支持。



定期体检的内容和频率

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定期体检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

并采取及时有效的干预措施。这对糖尿

病患者来说尤为重要。

体检项目概要

体检包括血糖、肾功能、血脂、眼底、

神经及循环系统等多方面评估,全面监测

病情变化。

建议体检频率

糖尿病患者应每半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并根据个人病情情况及医生建议适当调整。



急性并发症的识别和处理

低血糖

出现头晕、乏力、出

汗、心悸等症状时要

及时检查血糖水平。

可以食用含糖食物或

服用葡萄糖片来快速

提升血糖,必要时需

注射葡萄糖或特制葡

萄糖注射液。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出现口干、恶心、呼

吸急促、腹痛等症状

要警惕。需立即服用

胰岛素并补充水分电

解质,尽快就医。

高渗性非酮症性

糖尿病昏迷

表现为意识模糊、脱

水、电解质紊乱。需

及时纠正脱水、补充

电解质并静脉输注胰

岛素。

高血压危象

如出现头痛、视力模

糊、意识障碍等要立

即测量血压,给予药

物控制血压。同时注

意监测心电图、肾功

能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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