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7

C

#

!""$

#

!#(

!

,

"'

$),%$)"&

)

'#

*

Y63563502.9

A

]

#

O-?BM

#

[3-?;/99P&F.

A

20;?=76297?039<2603

039632086;?76<3092?;7/22[<7/

@

6

'

9.6FPGJ[29<-

A

)

]

*

&G3I

9632086J709J?76X<72

#

'(!(

#

',

!

$

"'

'+!%'+$&

)

')

*

c?3P/B

@

?6

A

Y

#

[=2680672QQ

#

M;.<<7B?32Q]

#

69?=&P02K

:?;9/72:/7-6=070<B03039632086;?76

@

?906392

'

?

@

7/2

@

6;9086

;/./7929<-

A

)

]

*

&J709J?76

#

'(("

#

!*

!

*

"'

##&

)

'"

*

Y?=/3]O&J/BB/3:?;9/72/:2

@

/39?36/<226=:%6N9<5?90/303

?;7090;?=;?76269903

C

)

]

*

&G39]47?<B?X<72

#

'((!

#

#

!

*

"'

"*%

""&

)

*(

*

T036^&4.6<26/:

@

.

A

20;?=76297?03903;7090;?=;?76

)

]

*

&X<72

J709J?76

#

'((#

#

!'

!

!

"'

,%!!&

)

*!

*

J.?3

C

V_

#

S?3

C

^S

#

J.?/_\&G3:=<63;6/:

@

.

A

20;?=76I

297?039/3<3

@

=?336-6N9<5?90/3/:?-<=9;?76

@

?906392

'

?;J?26

%;/397/=29<-

A

)

]

*

&OB]J709J?76

#

'(()

#

!#

!

$

"'

+()%+!$&

)

*'

*

Q?7;03]F

#

P<9?3[

#

P?

@

6990FQ

#

69?=&X<72629?::03

C

?3-<3I

@

=?336-6N9<5?90/3039.6

@

6-0?970;039632086;?76<309

)

]

*

&F6I

-0?97J709J?76Q6-

#

'(($

#

,

!

*

"'

'$+%'$#&

)

**

*

Q0330;KO\

#

Q0/3VJ

#

]/.32/3Q[

#

69?=&F768?=63;6?3-8?7I

0?90/3/:

@

.

A

20;?=76297?039<2603?;<96;?76269903

C

2039.6eM

)

]

*

&]X<72M;./=?72.

#

'((#

#

*"

!

!

"'

*(%*#

!

作者简介!姜芸!

!")!%

"#女#本科#主管护师#护士长
&

!

收稿日期!

'(!$%("%!)

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测量工具与方法的研究进展

姜
!

芸

!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同仁医院#江苏南京
!

'!!!('

"

关键词'糖尿病&自我管理&测量工具
!!

-/0

'

!(&*","

(

1

&0223&!,#!%")#$&'(!,&(!&(()

中图分类号!

P+#*&$)

!!!

文献标识码!

O

!!!!!!!

文章编号!

!,#!%")#$

!

'(!,

"

(!%((*(%(*

!!

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呈迅速增加趋势#中国研

究人员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
'(!(

年中国
!)

岁及

以上成人糖尿病的患病率为
!!&,R

#糖尿病前期

人群达
$(&!R

#相当于
!&!*"

亿糖尿病患者和

+&"*+

亿糖尿病前期人群)

!

*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

终生性疾病#给社会和家庭以及患者个人带来了

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对于预防和控制糖尿

病#最有效方式是健康促进和行为干预$越来越

多的研究证明)

'%*

*

#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有

效降低糖化血红蛋白!

T5O!;

"#从而减少和延缓

糖尿病急慢性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因此#研究

和开发提高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工具与方

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就目前使用的糖尿病患者

自我管理能力的测量方法作一综述#旨在对研究

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提供一些依据$

A

!

糖尿病自我管理概述

!&!

!

自我管理的定义
!

.自我管理/一词最早出

现在
4./B?2V?26==6J7667

所写的.哮喘的自我保

健/#意思为.患者是治疗过程中一个积极的参与

者/$如今患者自我管理是指在专业人员的协助

下#患者承担一定的预防性和治疗性保健任务#在

自我管理技能支持下开展自我保健)

+

*

$

!&'

!

糖尿病自我管理的概念
!

糖尿病的自我管

理是指糖尿病患者每日所采取的用于科学合理控

制血糖#以减少糖尿病对身体健康所造成的影响

的各项活动#包括合理饮食%规律运动%定期监测

血糖%遵医嘱服药%足部护理及吸烟者戒烟$中国

'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

版"

)

$

*明确指出糖尿病

患者的行为和自我管理能力是糖尿病控制是否成

功的关键$

!

!

国内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现状

国内相关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现状的调查和

研究)

,%!'

*普遍显示'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

不理想#其中最好的是饮食控制和遵医嘱用药#分

析原因主要与患者对糖尿病的了解还停留在传统

的饮食控制和药物治疗方面#但对如何合理膳食%

正确服用药物缺乏科学的认识#存在误区#比如血

糖降至正常后擅自停药#怕使用胰岛素#过分限制

饮食%不吃或只吃所谓的降糖食品等$自我管理

水平里最差的是血糖监测和糖尿病足的护理#血

糖监测较差的原因主要与不能熟练操作便携式血

糖仪%经济条件不好或工作繁忙导致不能规律监

测有关&糖尿病足的护理管理水平差的原因是绝

大数患者没有明显不适感觉#即使皮肤有些破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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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仍然认为没有找医生的必要$

F

!

糖尿病自我管理能力的测量工具与方法

*&!

!

糖尿病自我管理活动问卷!

4.6M<BB?7

A

/:

D0?56962M6=:%J?76O;90809062

#

MDMJO

"

!

前身是

由美国
P?3-

公司组织多名专家运用
D6=

@

.0

法形

成的糖尿病患者依从性问卷#该问卷内容包括用

药%监测尿糖%饮食%安全和卫生)

!*

*

&

M;.?:67

等)

!+

*

设计了第
!

版糖尿病自我管理活动问卷#用于
!

型

糖尿病患者&此后为了方便
'

型糖尿病患者使用#

M0

C

<79.?7-/9907

)

!$

*进行修改#我国万巧琴等)

!,

*对其

进行翻译#测得
MDMJO

总体
()*+,-./

0

$

!

为

(&,'

#重测信度为
(&)*

$翻译后量表由
!!

条目组

成#分别反映普通饮食%特殊饮食%运动%血糖监

测%足部护理%药物等
,

个因子内容#其中
!(

条目

为正向题#

!

条目为反向题#每条目按
(

"

#

分
)

级

计分#量表的目标是测量糖尿病患者在过去
#-

糖

尿病自我管理行为的表现#即描述
#-

之内患者有

几天实现了自我管理的行为#总分
(

"

##

分#患者

进行自我评价#个人根据执行天数选择
(

"

#

分#得

分越高提示自我管理行为越好$根据各因子和量

表的实际得分计算标准分!标准分
E

实际得分(此

项可能最高得分
l!((

"来判断患者的各因子的自

我管理能力#

)(

分以上为自我管理行为良好#

,(

"

)(

分为中等#

,(

分以下为较差$医务人员针对调

查结果给予针对性的健康指导#帮助患者提高自

我管理能力#该量表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糖尿病

患者自我管理自评工具$

*&'

!

糖尿病自护行为量表!

D0?5692M6=:%J?76

M;?=6

#

DMJM

"

!

由
T<7=6

A

等)

!#

*研制#这一量表在

台湾和中国大陆汉化后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具有

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

*

$量表包含饮食控制!

,

条

目"%规律锻炼!

+

条目"%遵嘱服药!

+

条目"%血糖

监测!

+

条目"%足部护理!

$

条目"和预防及处理

高%低血糖!

+

条目"

,

因子共
'#

条目#以
V0K679

$

级评分#从
!

分完全不能做到至
$

分完全能做

到#总分
!*$

分#患者通过自评#得分越高#表示患

者的自护行为能力越高$根据各因子和量表的实

际得分计算标准分!标准分
E

实际得分(此项可能

最高得分
l!((

"来判断患者的各因子的自我管理

能力#

)(

分以上为自我管理行为良好#

,(

"

)(

分

为中等#

,(

分以下为较差$

*&*

!

糖尿病患者自我效能量表!

D0?56962Q?3I

?

C

6B639M6=:%[::0;?;

A

M;?=6

#

DQM[M

"

!

该量表

是针对
'

型糖尿病患者的特异性量表#侧重对糖尿

病自我管理行为进行定量测量#最初由
Y0

1

=

等)

!"

*

于
!"""

年研制$刘维维等)

'(

*对该量表进行了汉

化工作#该量表共有
+

个因子!

'(

条目"组成#即饮

食控制和预防糖尿病足%医疗%运动&采用
V0K679

$

级评分法#

!

表示完全没有信心#

$

表示完全有信

心#总分
!((

分#患者自评#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效能

越高$量表经信效度检验#其
()*+,-./

0

$

!

系数

达到
(&"+

#表明该量表的汉化版本在中国人群也

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

!

糖尿病授能表!

D0?56962[B

@

/>67B639

M;?=6

#

D[M

"

!

'(((

年#密歇根糖尿病研究与训练

中心研制)

'!

*

#该量表总体信度高达
(&",

#效度与应

用成熟的糖尿病态度量表高度相关&

'(!(

年浙江

中医药大学的叶会玲等)

''

*应用后发现#汉化后的

量表整体的
()*+,-./

0

$

!

系数为
(&"'+

#重测信度

为
(&,"#

"

(&"$)

&最终形成
+

个相应的维度#各维

度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
(&$,'

"

(&#)!

#这表明该

量表在中国人群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胡贝贝)

'*

*

对该量表进行了汉化后修订#形成糖尿病授权简

化量表!

J%D[M%M\

"#包括
)

条目#所有条目均

采用
V0K679$

级评分法#

!

表示非常不同意#

'

表示

有些不同意#

*

表示一般#

+

表示有些同意#

$

表示

非常同意#患者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选择一个

最恰当的答案#总分
)

"

+(

分#得分越高表示糖尿

病患者的授权水平越高#自我管理能力越好$

M

!

测量工具的使用现状

+&!

!

MDMJO

!

该量表简单易操作#目前广泛应用

于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相关研究中#华丽

等)

'+

*也对中文版
MDMJO

量表进行了信效度检验#

得出结论'此量表信效度良好外#提供了相对较为

简便和易于理解的自我测评方式#可考虑将该量

表作为糖尿病患者在开展自我管理项目过程中的

自评工具#从而为患者提供及时的反馈信息#提高

自我管理项目的实效性$但该研究与万巧琴等)

!,

*

研究均未发现吸烟状态对血糖控制水平的显著预

测作用#建议在,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的修

订版中#可考虑删除吸烟状态相关内容$

+&'

!

DMJM

!

该量表可以反映糖尿病患者的自我

管理行为#曾被万巧琴等)

'$

*汉化进行患者自我管

理行为的相关研究#但无法反映患者的自我管理

现状$可用于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自我照顾能力的

评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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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QM[M

!

该量表目前被广泛应用于测量

'

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效能#属于经典式量表$自

我效能是自我管理信心#研究证明)

',

*

#自我效能是

糖尿病自我管理状况的重要影响因素#因而不能

用自我效能替代自我管理水平$

+&+

!

J%D[M%M\

!

近几年多项研究)

'#%'"

*均使

用了该量表#并得出结论'

J%D[M%M\

量表信效

度良好#使用方便#护理工作者也可根据测量结果

发现患者授权能力的影响因素#针对性开展自我

管理教育#帮助患者发现和发展其内在潜力#提高

自我管理能力$

_

!

结
!!

语

目前#我国的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水平仍处

于中下水平#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测量工具均为国

外引进#也仅用于科研#未能广泛应用$自我管理

测量工具应用在糖尿病患者中#可有的放矢帮助

患者提高自护能力#参与自我管理过程中#控制糖

尿病#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因此#制

定适合中国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测量工具并普及

应用#应成为当下糖尿病研究人员的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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