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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nsulin interviews toolkit application on diabetes patients in health education, to enable patient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towards insulin, and to 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insulin. Methods: 72 cases of diabetes patients was 
educated respectively by the insulin interviews toolkit. Results: The awareness rate for health knowledge increased from 82% to 97.3%; 
patients satisfaction towards nurses increased from 96% to 98.7%. Conclusion: I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to to 
use interviews toolkit in health education for diabetes patients. It enriches the methods of health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atients’ health behavior and recovery, and achieves good nursing effect. 

Key words  

Interviews toolkit; Health education; Nursing 

胰岛素使用访谈包在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体会	

仇海敏 

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江苏扬州，中国 

通讯作者：仇海敏，E-mail:yzqhm007@foxmail.com 

【摘要】 目的  探讨使用胰岛素访谈工具包在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使患者能正确认识胰岛素，提高使用胰岛素

的依从性。方法  将 72 例糖尿病患者应用胰岛素访谈工具包对患者进行一对一式健康教育。结果  患者健康知识知晓率从原

来的 82%提高到现在的 97.3%，患者对护士工作的满意度由 96%提高到 98.7%。结论  糖尿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使用访谈工

具包进行健康教育可显著提高疗效，丰富了健康教育模式，对患者健康行为的建立和疾病的康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取得了

较好的护理效果。 

【关键词】 访谈工具包；健康教育；护理 

糖尿病是一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可以引起多种并发症，导致各种组织，特别是眼、肾、

心脏、血管、神经的慢性损害、功能障碍，甚至还可以导致更严重的并发症。世界卫生组织 2011 年的报告

指出全世界有 3.46 亿人患有糖尿病，糖尿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
[1,2]

。在临床工作中糖

尿病患者因病程长、恢复慢、心理负担重，给临床护理工作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3]
，护理人员对患者

通过使用访谈工具包进行健康教育，提供全面系统的整体护理模式，提高了患者的健康知识知晓率，使患

者达到了最佳的健康状态，显著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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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随机选择我院 2013 年 1～4 月住院的糖尿病患者 72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 2007 糖尿病指南中

糖尿病诊断标准。其中男 47 例，女 25 例；年龄 45～76 岁，平均 54.6 岁，有一定的学习能力，无认知障碍

和精神异常，生活可以自理，病程 3～20 年，平均病程 11.6±2.3 年。 

1.2 方法  （1）成立专业的健康教育小组：健康教育小组由护士长和 2 名素质较好的专责护士组成，均参与

过健康教育知识培训，掌握健康教育的有效方法。（2）患者入院后由专责护士根据计划选择合适的时间，

通过胰岛素访谈工具包与患者面对面进行健康教育，参照胰岛素访谈工具，通过提问，探寻患者存在的健

康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健康指导。根据访谈工具包的设计专责护士分以下 4 个步骤进行
[4]
： 

1.2.1 我对胰岛素的看法  问卷对使用胰岛素患者进行评估，该问卷采用国际通用的 DAWN 量表（主表）与

根据我国 2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结果而设计的副表相结合为形式的调查问卷，内容

包括：对胰岛素的认知问题、生活管理问题、态度问题、胰岛素注射相关问题、胰岛素副反应问题、费用

问题。专责护士在调查前仔细讲读主表和副表的内容与填写方式、方法，根据问卷的内容评估患者对胰岛

素使用存在的障碍，根据患者对糖尿病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患者文化水平与接受能力，分析原因，采

取护理措施，分多次解决患者对使用胰岛素的误区，对于未解决的障碍，再重新评估，制定新的健康教育

计划，直到改变患者对胰岛素的看法，从而走出误区。 

1.2.2 专业访谈参考手册  该手册主要针对《我对胰岛素的看法》问卷中相对应的健康问题进行一对一形式

的讨论，专责护士根据患者对使用胰岛素存在的误区统一进行分析，进行统计，制定出健康教育计划表，

从而进行对应式的讲解。在专业访谈参考手册中为患者每一个问题都提供了相应的健康指导内容，还有更

丰富的提问内容，从而进一步使护士发现患者存在的胰岛素误区，为患者提供全面的讲解，纠正患者对胰

岛素的错误观点。 

1.2.3 画说胰岛素  通过以上步骤，专责护士可以通过护患沟通进行更深入的讨论，通过工具中形象生动的

图片或图表，图文并茂的讲解全面的糖尿病健康教育内容，对讲解的知识进行及时评估，发现新的健康问

题，从而更好的帮助患者认识胰岛素，进一步解决患者对使用胰岛素的顾虑和担心。 

1.2.4 笔者的胰岛素治疗  通过多次重复上述的步骤与深入详细的访谈，解决存在的障碍，结合患者的住院

治疗情况，由专责护士填写健康教育指导处方，内容包括：个体化胰岛素治疗、胰岛素注射时间及注意事

项、个体化血糖监测方案、胰岛素注射技术等，制定“我的胰岛素治疗”居家方案，交给患者带回家中参

考使用，从而保证患者能得到持续有效的治疗和护理。 

2 结果 
通过 72 例患者使用胰岛素访谈工具包进行健康教育，患者能熟练掌握胰岛素自行注射的方法及注意事

项、血糖正确监测方法以及低血糖的症状和防治。应用访谈工具包对糖尿病患者进行系统正规的健康教育，

明显提高了病人的自我管理水平及依从性，有效消除患者对使用胰岛素的顾虑与认知误区，患者健康知识

知晓率从原来的 82%提高到现在的 97.3%，患者对护士工作的满意度由 96%提高到 98.7%，通过合理的治

疗和护理，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为 16.2±1.8 天，缩短了住院时间，所有的患者均得到了良好的护理，胰岛

素访谈工具包具有很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3 讨论 
3.1 使用胰岛素访谈工具包，改变了患者对使用胰岛素的态度和看法  在临床工作中，发现许多患者不能接

受胰岛素治疗，尤其是初次使用胰岛素的患者，大都存在抵抗心理
[5]
，通过访谈工具包的使用，其中“我

对胰岛素的看法”中通过评分，明显发现患者得分差异，使患者更全面的认识胰岛素，对胰岛素治疗的益

处也有了重新的认识，发现胰岛素治疗的好处，能改善生活质量，有效地控制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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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血糖等。从而说明了通过胰岛素访谈工具的使用能提高患者对健康知识的知晓率，更全面的认识胰

岛素的相关知识，从而彻底的改变对胰岛素的看法
[6]
。 

3.2 使用胰岛素访谈工具包，提高了患者胰岛素治疗的依从性  在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究（United Kingdom 

prospective diabetes study ,UKPDS）
[7]
调查中也发现，有 27%的患者最初拒绝接受胰岛素治疗；Polonosky

等
[8]
调查初次使用胰岛素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28.2%受访者报告说如果不是医生医嘱，他们将不愿意使用

胰岛素
[9]
。郭晓惠

[10]
也提到我国 50%～80%使用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具有不同程度的不遵医嘱行为。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通过访谈工具的使用，使患者从根本上重新认识胰岛素，健康教育前后患者对胰岛

素接受程度都有所提高，从而更加积极配合胰岛素治疗。 

3.3 通过胰岛素访谈工具包的使用，改变了糖尿病患者的心理态度  患者因长期患病，思想负担重，病人大

都存在着焦虑、自责、恐惧、消极心理，对治疗和生活失去了信心，产生了压抑或烦躁情绪，护理人员通

过访谈工具包的使用，更加生动地了解糖尿病相关疾病知识，解除了患者的疑虑，增加战胜疾病的信心，

同时鼓励家属参与到健康教育中来，让家属多关心探视患者，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与交流，给患者以家庭支

持。通过健康教育图片让患者增加疾病知识，从心理上接受现实，增进心理健康，保持积极的心态接受治

疗。 

3.4 应用胰岛素访谈工具包，可以为患者量身定制健康教育指导处方  其中包括胰岛素注射时间、种类、方

法、剂量、注意事项等，内容更直观、全面。保证了患者出院后能及时准确的自行注射胰岛素、测量血糖。

对出院患者笔者还发放医患联系卡片，卡片上有病区和管床医生与专责护士的电话，方便患者与护理人员

沟通联系，通过对出院患者的回访，笔者看到明显的效果，患者对提供的健康教育指导处方很满意，方便

了患者，也达到了理想的健康教育目的。 

3.5 胰岛素访谈工具包的使用，为年轻护理工作者提供了良好的健康教育工具  因她们走上临床工作不久，

对全面的健康教育经验还不足
[11]

，可能造成糖尿病相关知识讲解得不够全面，而利用访谈工具包，使得健

康教育更得心应手，充分发挥访谈工具包的作用，通过图片与文字的双重结合，与患者建立良好沟通，减

化了健康教育的流程，达到了最佳的健康教育效果。 

通过访谈工具包的使用，笔者发现患者对胰岛素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都有了新的认识，通过护理对

患者健康问题的不断评估，深入发现糖尿病患者对胰岛素认识不足的地方，走出误区，使患者积极主动的

配合胰岛素治疗，增加健康知识知晓率，提高胰岛素治疗的依从性
[12-14]

。胰岛素访谈工具包主要由图片和

文字组成，护理人员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及图文并茂的工具包，消除了患者对胰岛素的恐惧、经济、疼痛

等多方面的顾虑，使患者自觉自愿的接受胰岛素，从而促进患者正确、合理的使用胰岛素，定期监测血糖，

良好的控制血糖，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减轻了病痛，改善了生活质量，护理人员也得到了患者的信

任，护士满意度得到了提高。 

健康教育是护理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不仅要求护士熟练运用本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为患者提供健康服

务，还要求护士必须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接受新的健康教育理念
[15]

。健康教育的形式和手段已发展成

多种多样，传统的健康教育模式主要局限于发健康教育手册、幻灯片等等，远远不能满足现代护理的需要，

通过改变健康教育方式来提高糖尿病患者对健康的认识，使他们掌握相关疾病知识，养成科学、文明、健

康的生活习惯。胰岛素访谈工具包自问世以来，得到了临床护理人员的一致好评，该工具包方便、快捷，

科学性、生动性、针对性都很明显，是一套科学、全面的健康教育工具，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方式，提高了

教育效果，从而使临床糖尿病健康教育有了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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