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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糖尿病 326 例末梢血糖监测分析

蒙清婷,黄艳玲

[摘要]目的:探讨门诊糖尿病患者末梢血糖监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方法:采用自主设计的调查表对 326 例糖尿病患者

在门诊进行末梢血糖监测,并进行相关知识调查。 结果:掌握采血部位的人数最多,占 31. 90% ;掌握及基本掌握操作方法的

人数最多,占 84. 97% ;不掌握糖尿病基本知识的人数最多,占 44. 17% 。 结论:患者在末梢血糖监测中应注意在操作步骤、采
血方法、采血部位等相关知识,门诊护士应重视门诊糖尿病患者血糖监测健康教育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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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糖尿病患者日益增多,血糖监测已经成为

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早期防治并发症提供重要依据和帮助。 患者应积极

参与到血糖监测中,了解自身的血糖变化情况,可提

高糖尿病控制和治疗效果。 我们对 326 例使用血糖

仪进行末梢血糖自我监测的糖尿病患者,采用问卷

形式调查其对末梢血糖监测的认知情况,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2010 年 8 月至 2012 年 12 月于我

院门诊就诊并使用血糖仪进行末梢血糖自我监测的

糖尿病患者 326 例,其中男 156 例,女 170 例;年龄

17 ~ 85 岁;病程 5 个月至 32 年,病程 3 年以下 123
例,3 ~ 10 年 169 例,11 ~ 32 年 34 例。
1. 2摇 方法摇 自主设计问卷调查表,采用口头交谈方

式,调查患者对末梢血糖监测操作方法、采血部位、
采血量、糖尿病相关基础知识和血糖仪及试剂的存

贮和保养等的认知情况,并进行评级和记录。 能正

确回答记为掌握,部分正确记为基本掌握,不知道或

错误记为不掌握(见表 1)。

2摇 结果

摇 摇 对于所调查问题,大部分患者能掌握或基本掌

握。 其中,掌握采血部位的人数最多,占 31. 90% ;
掌握及基本掌握操作方法的人数最多,占 84. 97% ;
不掌握糖尿病基本知识的人数最多,占 44. 17% (见
表 2)。

3摇 讨论

摇 摇 糖尿病患者以中老年人为主,文化程度参差不

齐,本研究采用交谈方式进行问卷调查,通过与患者

沟通交流,了解患者对血糖监测和糖尿病知识的认

知程度及存在问题。 结果发现,部分老年痴呆或瘫

痪患者无法掌握,主要由家属代为监测,大部分患者

基本掌握血糖仪的使用方法,并专人专用,但操作常

不规范。 部分患者检测时未进行皮肤消毒,或采用

聚维酮碘消毒,或消毒后未待干燥即检查;部分患者

自觉血量少而反复挤压指端。
关于末梢血糖测定前采用哪种消毒方式对血糖

的影响最小,目前尚不完全统一。 美国糖尿病协会

推荐用肥皂、流水洗手作为指测血糖前的皮肤消毒,
不建议用碘酊等有色的消毒液以免影响测定结

果[2]。 我国临床上常用 75%乙醇或 0. 1%洗必泰消

毒。 周雷等[3]分别以 75%乙醇与 0. 1%洗必泰对手

指消毒,发现两者消毒皮肤效果相当,而洗必泰对皮

肤刺激性小,对结果影响较小,作为皮肤消毒剂更安

全。 闫丽杰[4] 认为采用复合碘消毒棉签按正规操

作进行皮肤消毒,既可节约反复消毒的时间,又不会

影响微量血糖值的准确性。 李东静[5] 在采用不同

浓度梯度的消毒剂对血糖影响程度的研究中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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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消毒剂残留量越大对血糖的影响越大,但 5%聚

维酮碘对快速血糖仪检测值的影响小于 75%乙醇。
关于采血部位的选择,以指尖两侧最佳。 指尖

两侧血流丰富,便于采集足量血液,而且神经分布

少,疼痛程度较轻。 本次调查发现,患者对于采血量

具有较大随意性。 部分患者认为只要有血溢出,蘸

湿试纸即可,而部分患者随意加滴第 2 滴血。 末梢

血糖监测采血量应以完全覆盖试纸条的黄色测试区

为宜,采血量不足或试剂吸血区域不满可导致血糖

值偏低或读数失败。 如果第 1 滴血覆盖不全测试

区,应更换试纸条,而不能加滴第 2 滴血。 采血时,
采血针应垂直并贴紧皮肤,刺破皮肤使血液自然

表 1摇 患者对末梢血糖检测认知情况问卷调查表

项目摇 掌握摇 摇 摇 基本掌握摇 摇 不掌握摇 摇

操作方法 消毒方法正确,采血时

针垂直并贴紧皮肤,血液自然流出

会使用,但消毒方法不正确

或有挤血现象

不知道如何使用

或无法独立完成操作

采血部位 中指或无名指

指尖两侧最佳

仅知道是中指

和无名指

不知道

或随意

采血量 知道需要完全覆盖测试区,
和不加滴血

仅知道需要完全覆盖

测试区或不加滴血
不知道或随意

糖尿病知识 答对 3 个 答对 2 个 答对 1 个或以下

血糖仪、试剂的

存贮和保养

定期消毒、质量比对、
更换电池,贮藏方法正确

偶尔期清洁、
质量比对、更换电池

不进行保养

表 2摇 末梢血糖检测认知调查结果[n(% )]

项目 掌握 基本掌握 不掌握

操作方法摇 98(30. 06) 179(54. 91) 49(15. 03)

采血部位摇 104(31. 90) 143(43. 87) 78(23. 93)

采血量摇 摇 91(27. 91) 147(45. 09) 88(26. 99)

糖尿病知识 52(15. 95) 123(37. 73) 144(44. 17)

血糖仪、试剂的存贮和保养 39(11. 96) 205(62. 88) 68(20. 86)

流出,忌用力挤血。 用力挤血可能使血液混入组织

液,甚至红细胞被破坏导致溶血而造成结果偏

差[6 - 7]。 此外,有部分患者错误地认为不吃任何药

测出来的餐后血糖才真正反映实际的血糖,还有部

分患者测血糖前过度控制饮食或擅自加大药量,这
些情况与管秀红等[8]的调查结果相似。

血糖仪如果电量过低可能会使血糖值偏低。 此

外血糖仪应贮藏在阴凉干燥处,温度 10 ~ 38 益,相
对湿度 85%以下,切忌暴露于强电磁场中,以免影响

仪器主读数。 试纸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不与易挥发

的物品如茶叶、中药、乙醇、碘酒、香水、肥皂等混放,
避免阳光直射,温度不超过 30 益为宜,试纸不宜在

空气中暴露时间过长,否则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同
时应注意试纸的有效期[9]。

总之,本调查发现大部分患者能掌握或基本掌

握末梢血糖的检测方法,但认知不够全面和准确,操
作中仍有许多不规范之处,有可能影响患者对自我

血糖情况的判断,因此,作为医护人员应首先自己要

掌握规范的操作方法,并耐心细致、详细认真、反复

多次对患者进行指导,使其掌握更多的糖尿病知识,
提高其血糖监测的准确性和依从性,从而提高患者

自我管理水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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