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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动在提高糖尿病住院患者 
胰岛素注射规范率中的应用

李喜妙 李婷婷 许婷婷 刘双园 陆冬春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医院心内内分泌科 上海 松江 201601

【摘 要】目的：品管圈活动在提高糖尿病住院患者胰岛素注射规范率中的应用 。方法：本次研究从本院 2021年 1
月 -2022年 2月收入的糖尿病住院患者中随机抽取 70例，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了对照组和研究组两组。对照组接受常规
护理指导、研究组接受品管圈活动指导，分析干预效果。结果：经过护理指导后研究组疾病管理评分高于对照组，研究组生

活质量指标高于对照组，指标对比（p＜ 0.05）。对比注射问题：研究组注射问题 2例（5.71%），对照组注射问题 8例（22.86%），（p
＜ 0.05）。对比穿刺良优率：研究组 97.14%，对照组 82.86%，（p＜ 0.05）。结论：品管圈活动可有效提升糖尿病患者规范
注射胰岛素的结果，经过指导后研究组的疾病管理知识了解程度有所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提升显著，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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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临床医学不断发展，对国内的慢性疾病的防

治、管控有所增强。2型糖尿病患者是最常见的中老年慢性
疾病，患者发病率高，且随着老龄化问题加剧，国内对糖尿

病患者的医护管理要求也在不断提升。胰岛素是控制患者血

糖的重要药物，经注射进入人体后，胰岛素可经人体吸收迅

速改善人体血糖。目前来看胰岛素患者执行注射胰岛素的效

果不容乐观，原因有患者年龄大、缺乏基础医药知识等 [ 1 ]。
品管圈属于现代化护理质量管控方式，可对特殊区域和环境

下的对象进行质量管控，效果理想。本次研究探讨品管圈对

二型糖尿病住院患者胰岛素注射规范情况的影响，相关内容

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从本院 2021年 1月 -2022年 2月收入的糖尿病

住院患者中随机抽取 70例，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了对
照组和研究组两组。对照组 35例，男性 19例，年龄为 54.6
岁 -78.6岁，平均年龄为（65.7±1.77）岁，女性 16例，年
龄为 55.6岁 -79.7岁，平均年龄为（67.9±2.47）岁。研究
组 35例，男性 17例，年龄为 55.4岁 -76岁，平均年龄为
（66.2±1.36）岁，女性 18例，年龄为 57.9岁 -79.7岁，平
均年龄为（68.2±2.44）岁。两组基本资料无差异，（p＞
0.05），有可比性。两组患者均经过本院诊断，餐后 2h血糖
大于 7.0mmol/L，确定为糖尿病。排除存在心脏病，认知功
能障碍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指导，观察组进行常规的注射指导

和安全防护工作。

研究组接受品管圈胰岛素注射干预，主要操作如下：（1）
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护士长为组长，另选派 3-5护理成员
开展相关知识培训活动，护理部门的主任担任小组辅导员负

责监督和考评工作。（2）确定活动主题，对患者的日常注

射行为进行研究，选定“提高 2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注射的
规范率”为主题，确定好活动的计划和任务分配情况。确定

“提升患者疾病知识管理知识水平”、“增强穿刺良优率”

作为目标。（3）开展活动，采用晨会交接或者是护理查房
等方式增强护理健康知识培训和指导，在护士站设置宣传栏，

定期更换宣传栏的内容，为患者发放健康宣传知识要点，胰

岛素防治要点和穿刺要点；若患者年龄大且不便行走，护理

人员需要对家属和患者进行一对一护理交流指导，确保护理

活动有效。（4）每周开展一次考核活动，对品管圈内的护
理人员进行指导，技术考核；收集患者的护理指导建议和临

床穿刺存在的问题，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改进并做好记录。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对疾病管理知识的掌握程度，采用本院自

制的评分表，分析患者预防知识、治疗知识、康复知识、穿

刺知识情况，100分最好，0分最差。
对比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选用 SF-36简易生

活量表的生理职能、生理机能、一般健康状况、社会功能指标，

0分最差，100分最佳，分数越高表示结果越理想 [ 2 ]。
对比两组患者注射时候存在问题，主要有注射方式错误、

注射时间错位、注射部位错误、物品存放不当等。

对比两组患者经过治疗的规范注射情况，选用穿刺良优

率，优即为穿刺成功，期间无异常表现；良即正常穿刺，穿

刺后或有轻微不适症，经护理指导后问题改善；差即经过指

导后依旧存在穿刺失败问题，或有不良反应如浮肿、低血糖

等问题。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2.0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为 [n（%）]，予

以 x2检验；计量资料为 [x±s] ，予以 t检验。P值＜ 0.05提
示统计学意义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糖尿病住院患者基本信息对比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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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对象的基本资料对比差异不大，（p＞ 0.05），有 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糖尿病住院患者基本信息对比 [n（%）] 

指标 研究组 对照组 x2 p

年龄
≥ 60岁 22（62.86%） 23（65.71%） 0.0622 0.8030

＜ 60岁 13（37.14%） 12（34.29%） 0.0622 0.8030

病程

3年以内 12（34.29%） 14（40%） 0.2448 0.6208

3-6年 11（31.43%） 15（42.86%） 0.9790 0.3224

6年以上 12（34.29%） 6（17.14%） 2.6923 0.1008

不适症

低血糖 6（17.14%） 7（20%） 0.0945 0.7586

皮疹 6（17.14%） 7（20%） 0.0945 0.7586

瘙痒 11（31.43%） 11（31.43%） 0.0000 1.0000

水肿 12（34.29%） 15（42.86%） 0.5426 0.4613

其他 3（8.57%） 4（11.43%） 0.1587 0.6903

2.2 两组糖尿病住院患者疾病管理知识掌握程度对比见
表 2

干预后可知，研究组对象的疾病知识掌握程度比对照组

更好，指标对比（p＜ 0.05），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两组糖尿病住院患者疾病管理知识掌握程度对比 [x±s]

小组 例数
预防知识（分） 治疗知识（分） 康复知识（分） 穿刺知识（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35 70.66±4.12 83.65±3.62 71.17±4.03 85.97±5.12 70.71±4.44 82.64±4.77 71.81±3.88 83.85±3.89

对照组 35 71.22±3.96 80.13±5.14 70.75±4.43 80.05±4.18 71.04±3.48 80.08±4.84 71.08±3.3 79.83±5.63

t - 0.5797 3.3124 0.4149 5.2988 0.3461 2.2287 0.8479 3.7542

p - 0.5640 0.0015 0.6795 0.0001 0.7303 0.0291 0.3995 0.0004

2.3 两组糖尿病住院患者生活质量对比见表 3
干预可知，研究组的生活质量改变结果比对照组更好，

指标对比（p＜ 0.05），有统计学意义。

表 3 两组糖尿病住院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x±s]

小组 例数
生理职能（分） 生理机能（分） 一般健康状况（分） 社会功能（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35 71.38±4.31 92.45±4.77 71.36±3.36 93.85±5.06 70.98±3.69 89.54±4.81 71.22±4.29 90.63±5.6

对照组 35 71.05±4.72 83.93±5.11 70.62±3.77 85.49±4.98 71.53±3.29 84.1±5.11 70.72±3.76 85.3±3.82

t - 0.3054 7.2107 0.8669 6.9664 0.6582 4.5860 0.5185 4.6517

p - 0.7610 0.0001 0.3890 0.0001 0.5126 0.0001 0.6058 0.0001

2.4 两组糖尿病住院患者注射问题对比见表 4
研究可知，糖尿病患者的注射问题有 2例，对照组有 8例，

指标对比（p＜ 0.05），有统计学意义。

表 4 两组糖尿病住院患者注射问题对比 [n（%）]

小组 例数 注射方式错误 注射时间错位 注射部位错误 物品存放不当 其他 注射问题

研究组 35 0（0%） 1（2.86%） 0（0%） 0（0%） 1（2.86%） 2（5.71%）

对照组 35 1（2.86%） 1（2.86%） 1（2.86%） 2（5.71%） 3（8.57%） 8（22.86%）

x2 - 1.0145 0.0000 1.0145 2.0588 1.0606 4.2000

p - 0.3138 1.0000 0.3138 0.1513 0.3031 0.0404

2.5 两组糖尿病住院患者良优率见表 5 护理结果表示研究组穿刺的良优率为 97.14%，大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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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82.86%，指标对比（p＜ 0.05），有统计学意义。

表 5 两组糖尿病住院患者良优率对比 [n（%）]

小组 例数 优 良 差 良优率

研究组 35 22（62.86%） 12（34.29%） 1（2.86%） 34（97.14%）

对照组 35 13（37.14%） 16（45.71%） 6（17.14%） 29（82.86%）

x2 - 4.6286 0.9524 3.9683 3.9683

p - 0.0314 0.3291 0.0464 0.0464

3 讨论

临床的研究表示糖尿病属属于常见的慢性疾病，临床疾

病的发病率高且对患者的身心也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世界

的卫生组织推测表示，2025年，全球的成年人中，糖尿病患
者将要达到 3亿人口，对人类的健康发展造成威胁 [ 3-4 ]。
从现有的医疗技术水平来看，糖尿病依旧属于无法根治的慢

性疾病，患者需要终生用药来稳定体征并延缓其并发症发生

率。胰岛素皮下注射是孔子学堂的重要方式之一，患者需要

长期坚持治疗才有效果 [ 5-6 ]。
临床研究表示，胰岛素的注射时间、方式会影响治疗的

结果，采用科学的方式来治疗胰岛素可提升临床治疗的有效

性，降低患者的不适症。临床的护理工作研究表示胰岛素的

注射具有专业性，胰岛素的种类、存放方式等不同患者的疗

效或有差异 [ 7 ]。而胰岛素的剂量、种类繁多，患者的病情
不同选用的注射剂量和频率有所差异，因而很多患者或因为

对疾病了解不多，对患者的身心认识不明确，患者临床注射

效果不理想。对此建议临床采用科学的管控方式确保穿刺效

果。品管圈活动可提升糖尿病住院患者医护效果，通过护理

指导方式可提升患者解决问题的效果 [ 8-9 ]。通过品管圈活
动可让患者临床的护理工作积极性增加，护理人员的专业能

力提升。品管圈活动下，护士长带领小组对临床穿刺问题进

行总结分析，可制定出有效的应对对策，可激发护理人员的

工作热情，可有效帮助护理人员积极解决问题，提升护理的

管理工作效果，进而形成质量持续改进的护理氛围 [ 10-11 ]。
本次护理活动下研究组的综合护理效果比对照组更好，穿刺

良优率更高，即穿刺行为更为规范，建议推广。综上所述，

品管圈活动可提升糖尿病住院患者胰岛素注射规范率，患者

穿刺问题减少、生活质量和疾病管理知识能力提升，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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