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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前言前言 糖尿病是一种疾病，可使人体产生或响应胰岛素的能力受损，导致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异常和体内葡萄糖
水平升高。由于上述因素，糖尿病会引起多种并发症，包括心脏病、中风、高血压、眼部并发症、肾病、皮肤并发
症、血管疾病、神经损伤和足部问题。

目的目的 本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对已确诊糖尿病或正在其他科室接受糖尿病管理随访的患者进行有关预防性足部自我护
理的责任教育。教育糖尿病患者积极参与自我护理是建立有效的糖尿病自我管理的基石。糖尿病教育使患者能够在
生活中探索有效的干预措施，并纳入必要的改变以改善其生活方式。

方法方法 10例患者完成了经验证的教育性足部护理知识评估，作为事先测试，以在彻底的足部评估后确定其有关自身
足部护理的现有知识。通过讲座、视觉辅助工具和亲身示范进行了预防性糖尿病足自我护理教育。然后通过问卷调
查对患者进行事后测试，其内容与上述事先测试相同，以确定他们对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

结果结果 正确修剪脚趾甲是最明确的教育需求。在事先测试中，患者对其了解有限（30%），并且在事后测试中也是评
分最低的项目（70%）。在事先测试中，60%的参与者认为赤足走路并不危险，但通过补习教育，所有参与者都在
事后测试中将其视为危险活动。此外，患者意识到由专业医护人员而不是自我护理鸡眼和老茧的重要性。

结论结论 医疗护理提供者通过教授急需技能来使教育内容符合已确定的患者需求，并且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这是提
供安全、高质量医疗护理教育干预措施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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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以患者为中心的健康教育干预措施，实现糖尿
病足的预防性自我护理

前言前言

2型糖尿病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主要慢性疾病负担之一，
其患病率已从1980年的4.7%上升到2014年的8.5%1，目前全
球已有4.22亿患者。预计截至2030年，它将成为世界上第七
大常见死亡原因，主要原因是其发病率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
国家中迅速增长2。糖尿病也一直是导致严重病症和残疾的主
要原因1,2。

糖尿病是一种疾病，可使人体产生或响应胰岛素的能力完全

或部分受损，导致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异常和体内葡萄糖

水平升高。由于上述代谢变化，糖尿病会引起多种并发症2，

包括心脏病、中风、高血压、眼部并发症、肾病、皮肤并发

症、血管疾病、神经损伤和足部问题。足部问题的范围从轻

微到严重足部结构损伤不等，并且与病理路径有关，其中包

括对血管供血和软组织的损害，以及由此引起的感染，所有

上述问题都会因压力和保护性感觉丧失（称为周围神经病）

进一步放大3。

对于受此类足部病变影响的人，其罹患糖尿病足溃疡

（DFU）和相关感染的风险更高； 从而产生下肢截肢的风

险2,3。尽管有些患者会经历足部剧烈疼痛和不适（刺痛感、

针刺感、灼烧感），但其他患者可能无症状。然而，足部无

感觉是在早期阶段导致足部不明并发症的主要原因3。糖尿病

患者的非创伤性下肢截肢率至少比非糖尿病患者高15倍4，其

5年内死亡率较高5。一项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6年随访研究

中，发现DFU患者比非DFU随访者更容易在研究期内死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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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联酋，有超过100万人患有糖尿病，按年龄调整后的相

对患病率在全球排名第15位6。

因此，国际上已将糖尿病患者的教育干预措施视为糖尿病管

理和患者赋权的基础7。它创造了必要的意识，使患者能够控

制自己的疾病并做出正确的生活方式决定，从而控制他们的

疾病进程和结果。糖尿病教育使患者能够确定自己的特殊教

育需求，以创建基于需求的学习，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成人学

习概念，可根据最佳实践促进患者对正常生活的依从性8。它

还使患者能够进行必要的改变，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并防

止并发症。此类干预的最佳时间是在确诊糖尿病之后的早期

疾病进程8,9。

特别地，有关基础足部护理的患者教育对于减少下肢并发症

至关重要5,6。在血管和足病门诊工作的护士会遇到不同程度

的糖尿病足并发症患者。前往这些门诊的患者可能已经患糖

尿病多年。在我们的门诊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在初次糖尿

病诊断后的早期阶段，患者没有接受自我评估方法的教育或

授权，因而无法控制自己的疾病或预防并发症。

此外，DFU管理非常昂贵，如果还存在伤口感染或截肢，费

用会相应地上升5,6。DFU形成后，治疗并尽可能挽救足部所

需的时间很长，并且需要多学科的团队方法来促进康复过

程。但是，如果通过适当的教育干预措施可以避免DFU、手

术介入和截肢，则可以节省成本7，并改善生活质量结果。

这些干预措施要求专业医护人员充分了解糖尿病的管理和并

发症的预防，并能够在短时间内以碎片形式传达最基本的内

容。所提供的教育还需要专业医护人员定期随访，以监测患

者对生活方式改变的接受程度，并持续进行重新评估以确定

是否需要更多的教育。因此，以DFU高风险患者作为目标是

一种控制晚期足部并发症进展和机械性破坏的经济、有效策

略8。

因此可以说，对抗糖尿病并发症的最强武器是知识。信息可

以帮助人们评估其患糖尿病的风险，激发他们及早寻求适当

的治疗和护理，并激发他们在一生中对自己的疾病负责7,8。

如患者自身所述，由于成人学习的需要，在该门诊环境中的

优选教学模式是讲座加临床示范10。这种方法还通过适当的

方式解决了护理提供者和患者之间的语言障碍11。提供给患

者的信息告知其如何进行自我足部检查，并在需要时进行治

疗，并且可以同时进行测试。这样可以确保患者在家中进行

自我护理时，可获得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来进行任何必要的足

部护理评估干预措施。

研究目标研究目标

本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对已确诊糖尿病或正在其他科室（例如

内科和内分泌科）接受随访的患者进行有关预防性足部自我

护理的责任教育。

本项目通过评价患者知识方面的差距完成。评价一个是严格

审查程序的过程。它涉及收集和分析有关程序活动、特征和

结果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针对该程序做出明智的决定，

以提高其有效性和/或为程序决策提供参考8,9。

方法方法

患者招募和研究纳入标准患者招募和研究纳入标准

平均每个月有20例新患者转诊到我们的足病门诊接受糖尿

病足筛查。这些患者大多数已经具有足部相关症状，例如麻

木、紧绷、灼热和刺痛感，这是神经病变的征兆。大多数患

者存在骨突出老茧、鸡眼和足底干燥等症状，表明存在周围

神经病变（见图1）。

本研究决定在门诊中招募、纳入并分组教导符合以下纳入标

准的前10例患者：

• 确诊糖尿病，并正式转诊至足病门诊进行糖尿病足筛

查。

• 具备说和理解英语的能力，因为材料是英语版。

• 同意参加机密性事先和事后测试的教育性足部护理知识

评估。

• 能够同意参加测试的成年人。

事先事先//事后测试的知识评估事后测试的知识评估

使用的评估材料基于2009年新斯科舍省糖尿病护理计划

（DCPNS）8的糖尿病足护理问卷（图2）和糖尿病足风险评

估（图3）。教学计划和内容根据临床医生在患者拜访足病

和血管门诊时对其进行的教学而定。

首先，由护士完成常规的临床评估，包括生命体征、病史以

及足部检查。然后，要求患者回答DCPNS糖尿病足护理问卷8

中的问题，并完成事先测试的教育性足部护理知识评估（图

2），从而评估患者的足部护理知识。

干预：足部护理教育干预：足部护理教育

通过简短的讲座、讨论和视觉辅助工具进行了足部护理教育

（图4和图5提供了一些示例）。教育内容与患者的日常生

活和活动相关联，使其更加切实可行。然后回答患者及其家

庭成员的问题。为了衡量对所学知识的吸收程度，患者完成

了与事先测试内容相同的事后测试教育性足部护理知识评估 

（图2）。整个教育过程大约需要10-15分钟。所有评估均手

动记录在患者的便笺文件夹中。

结果结果

根据上述纳入标准，选择了10例患者参与本组学习课程的评

估和教育。在纳入的患者中，6例为男性，4例为女性。年龄

范围是40-70岁。足部检查发现1例患者已有DFU，2例患者存

在需要两周以上时间愈合的腿部溃疡，1例患者曾有过DFU，
但现已愈合（图6）。大多数患者表现出神经病变的迹象（麻

木、紧绷、灼热和刺痛感）和足底干燥（90%）。80%的受

检患者存在骨突出老茧和鸡眼（图7）。

关于患者目前的足部护理活动，他们目前对足部护理的自我

管理似乎不足，并且30%的参与者看不到足底（图8）。此

外，20%的人承认自己没有每天清洗足部，50%的人抱怨难

以清洁脚趾间，并在清洗足部后难以确保皮肤干燥。保湿霜

在足部护理中的使用并不普遍，70%的参与者表示他们没有

定期对足部进行保湿。此外，尽管30%的参与者表示自己看

不到足底，但仍有70%的患者自行修剪脚趾甲。

关于患者目前在足部护理方面的安全实践，60%的患者普遍

穿着露趾和脚跟的凉鞋或鞋子。在该患者样本中，有90%
（n=9）的人承认在室内时赤足行走的频率高于穿鞋走动，

以及在地板和坐垫上双腿交叉而坐的频率更高（图10）。

在比较事先测试和事后测试结果的差异时，注意到了许多问

题（图10）。正确修剪脚趾甲是事先测试中患者所缺乏的



28 WCET®杂志   第39卷第4期 2019年12月

图1. 2018年11月和12
月在血管门诊的患者转

诊分布

图2. 事先和事后测试的

教育性足部护理知识评

估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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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DCPNS糖尿病足护理问卷8

知识（30%），并且仍然是事后测试中得分最低的项目，因
为只有70%的参与者表示在修剪脚趾甲时将使用直型修剪方
式。在事先测试中，90%的参与者表示他们会赤足行走，只
有40%的参与者表示他们知道赤足行走很危险。但是，在事
后测试中，所有参与者都表示他们知道赤足行走很危险。

在研究开始之前，所有患者均未接受过任何足部教育，只有
一例参与者通过互联网搜索了有关足部护理和鞋袜相关的信
息。经过事先测试后，发现大多数患者需要与足部自我护理
相关的特殊教育和技能。

讨论讨论

糖尿病是导致全世界死亡率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与世界上
任何其他慢性疾病相比，其非创伤性下肢截肢的发生率更
高。因此，糖尿病患者需要接受如何正确护理足部的教育。
通过提供基于小组的教育干预课程，可以直接确定和解决许
多患者的需求7,8。

在教育期间，为每位患者及其家人提供了视觉辅助教育（图
4和5），以帮助他们了解讲座和讨论中提供的信息。这有助

于减轻患者和教育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语言障碍，因为患

者可以通过提供的视觉辅助和临床示范来理解最初未完全理

解的概念11。在小组讨论中花时间回答所有参与者的问题，

以便所有人都可以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的回答和其他情

况相似的患者经验中学习。尽管没有参加事先测试和事后测

试，在场的家庭成员也参加了教学课程，以帮助加强患者对

教学信息的学习。

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与修剪脚趾甲有关。尽管患者口头上表

示自己难以看到足底，但他们仍然自行修剪脚趾甲。在事先

测试中，患者对其了解有限（30%），并且在事后测试中也

是评分最低的项目（70%）（图10）。由于大多数参与者存

在周围神经病变，如果在无法看清的情况下修剪保护性感觉

丧失足的脚趾甲，则会导致外伤风险增加， 其后果影响深

远3,4,5。

最好在洗澡或淋浴后，趁脚趾甲柔软干净的时候进行修剪，

否则，如果在清洁时未将它们整齐地修剪为直型，可能会

导致感染和足部溃疡。糖尿病患者尤其应避免修剪脚趾甲

的边角处，以免趾甲内嵌导致感染和足部溃疡12。通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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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需要避免的危险足部状况的教育性视觉辅助教学

图5. 有关提高足部安全性的动作的教育性视觉辅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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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MOND研究7,8中确定的要素（即通过采取早期的教学干预
措施，并由需要调整生活方式的患者完全采用该干预措施），
可有效地减轻该风险因素。此外，应该将脚趾甲修剪作为一
种技能，向患者及其直接护理者/家庭圈进行教授，因为这种
技能的执行情况通常不佳，但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负担，甚至
下肢截肢。

此外，西亚和阿拉伯地区的患者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增加他们
在糖尿病疾病后期发展DFU的风险。这包括穿着该地区的传
统露趾和露脚后跟的鞋。此外，该地区的传统是赤足进入屋
内，并将鞋子留在前门。对当前的研究组进行观察后发现，
有些患者在就诊时正好穿着此类鞋子。

在事先测试的结果中，赤足行走是最初关注的重点，因为90%
的人表示自己会赤足行走（图10）。由于参与者在事先测试中

表示自己知道赤足走路很危险，因此该问题的关注得到缓解。

该观点在事后测试中得到确证，此时所有参与者都认为赤足走

路很危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室内赤足行走已经成为

习惯，由于家庭的强制要求，因此很难解决。因此，在教育课

程中应预留足够的时间来解决在室内穿鞋袜的问题，这对于骨

突出或足部畸形的情况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患者不穿着带有市

售或定制减压装置或内底的鞋，则这些区域可能会出现皮肤皲

裂。通过教育干预可以很容易地纠正这个问题，由专业人员来

处理鸡眼和老茧而不是尝试自我护理也至关重要（图10）。

总而言之，患者起初可能不愿接受此类信息，但是通过适当

的解释和更好的理解，可以向其教授自我评估和足部护理技

巧。与患者和医疗护理提供者的有效沟通是提供安全和高质

量医疗护理的关键过程11。这特别适用于西亚地区，因为该

图6. 足部问题病史

图7. 当前的足部或腿

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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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有关足部护理的当前安全

措施

图8. 当前的足部护理活动

图10. 事先测试和事后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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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是外籍人士，而患者的母语为阿拉

伯语，英语水平有限。因此，经证明，小组教学和示范干预

方式以及随后的患者反馈示范可以有效克服许多挑战，并且

在存在主要语言差异的情况也可以建立信任。

总体而言，事后测试分数表明，参与者对预防性足部评估和

皮肤护理的重要性有了更好的了解，并且增强了自己进行足

部自我护理或与家人或护理人员一起进行自我护理的能力。

对于所有参加本研究的患者，都充分理解了相关的知识内

容。

结论结论

让患者参与自己的护理计划是疾病意识和预防并发症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研究中的大多数患者并未在日常护理中应用基

本足部护理的原理和实践（图4和图5）；这很可能是由于他

们没有意识到长期并发症的严重性。

文化习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将仍然是在西亚/阿拉伯文

化环境中的一项挑战。另一方面，可以基于患者自己确定的

需求，通过以患者为中心的方法来解决知识的缺乏。尽管存

在很多挑战，但医疗护理提供者仍然有责任通过积极主动的

患者护理方法，开展以患者为中心的健康教育。这可以通过

在每次患者来访时，提供特定教育干预措施的机会来实现，

以确保患者掌握与足部自我护理有关的所有技能，尤其是脚

趾甲修剪、皮肤护理以及穿着经批准的鞋袜以防止D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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