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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医联体内护士糖尿病足知识认知现状研究

郑嘉祺 1，马恩婷 1，魏 力 1，2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 300052；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天津 300308）

[摘 要] 目的 评估区域医联体内护士对糖尿病足相关知识的认知现状，为医联体内相关知识的培训工作提供建议。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于 2017 年 10—11 月，在天津市 3 个区域医联体内，选取 322 名护士为研究对象，使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其

糖尿病足相关知识的认知现状。 结果 区域医联体内护士糖尿病足相关知识得分（61.8±19.6）分，合格率为 59.3%，有无糖尿病足
相关知识培训和护理经历的护士，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接受糖尿病足相关知识培训、糖尿病

足护理经历和对医联体内糖尿病足防治工作的积极态度是相关知识认知情况的影响因素（P<0.05）。 结论 医联体内护士对糖尿

病足相关知识认知仍有不足， 糖尿病足相关知识培训、 护理经历和对医联体内糖尿病足防治工作的态度是其知识认知的影响因

素。 因此，应积极开展医联体内同质化知识培训，构建资源共享平台，加强医联体内护士对糖尿病足防治工作的关注度和学习主动

性，提高护士相关知识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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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on Diabetic Foot of Nurses in Reg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ZHENG Jia-qi 1, MA En-ting 1, WEI Li 1,2

(1. General Hospital,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52, China; 2. Airport Hospital of General Hospital,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0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abetic foot knowledge of nurses in reg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related training in reg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Methods With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322 nurses in 3
reg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s from October to November 2017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on
on diabetic foot of nurses in reg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Results The average score of diabetic foot knowledge was 61.8±19.6, with
a pass rate of 59.3%.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egarding to nurses whether with having related training or nursing experience
of diabetic foot patients (P<0.05).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showed that related knowledge training, nursing experience of diabetic
foot patients and attitude towards diabetic foot prevention in reg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we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diabetic foot
knowledge among nurses in reg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P<0.05). Conclus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abetic foot knowledge of
nurses in reg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is not satisfactory. Related training, nursing experience of diabetic foot patients and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diabetic foot prevention are influence factors. It’s important to carry out the homogenized knowledge training, build a
resource sharing platform,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and learning initiative of nurses for diabetic foot prevention, so as to increase the
diabetic foot knowledge among nurses in reg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Key words： diabetic foot; reg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nurse; knowledge

% % 区域医联体（以下简称“医联体”），是由三级医
院主导， 联合一定区域内的若干二级医院和社区医
院组成的上下联动的医疗模式， 是纵向整合医疗资
源的一种有效形式[1-2]。 糖尿病足（diabetic foot，DF）
是糖尿病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 也是糖尿病患者
致残、致死的严重病因[ 3 ]，其严重性和危险性亦不容
忽视。 现已有研究[ 4 ]显示将医联体管理模式应用于
糖尿病管理中， 能有效改善糖尿病患者疾病相关指

标，提高医护人员的知识水平和疾病管理能力。然而
各级医疗机构护理人员对糖尿病足相关知识认知水
平存在很大差距 [ 5 ]，目前我国对于糖尿病足相关知
识认知情况的调查多以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尚
缺乏以护士， 特别是以医联体内医疗机构护士为研
究对象的糖尿病足知识认知的研究。 故本研究以此
为切入点， 于天津市 3个区域医联体内开展护士糖
尿病足相关知识认知现状调查研究， 为制定医联体
内护士专科知识培训与继续教育计划提供理论依
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7 年 10—11 月采用方便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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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特征医联体内护士糖尿病足相关知识得分比较

（X±S，分）
项目 n 得分 t P

接受糖尿病足相关知识培训 5.873 <0.001
是 203 66.7±17.6
否 119 53.6±20.2

糖尿病足患者护理经历 4.277 <0.001
有 36 74.7±16.9
无 286 60.2±19.4

法， 在天津市 3个区域医联体内， 选择 3 所三级医
院，6 所二级医院和 10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总计
322 名护士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证书；（2） 接受过岗前知识技能
培训者；（3）知情同意，愿意配合调查。 排除标准：
（1）实习护士和进修护士；（2）患有糖尿病的护士；
（3）正值病休、产假者。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
在参考相应文献[6-7]的基础上结合《糖尿病患者知识
量表（中文版）》 [ 8 ]与《2017 年中国糖尿病足诊治指
南》[ 9 ]设计问卷。 问卷条目经糖尿病护理、社区护理
和内分泌科 5名护理专家函询测评效度，并对 60 名
护士进行小样本预调查并对条目再次修订。 问卷总
体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26， 总体内容效度指数
（CVI）为 0.939。 调查问卷分为 3 部分内容：第 1 部
分为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所在医院
等级、职称、是否接受过糖尿病足相关知识培训、有
无糖尿病足护理经历等； 第 2部分为护士对医联体
内糖尿病足防治工作的态度测评， 包括护士对医联
体内糖尿病足的宣教、危险因素筛查、患者双向转诊
等工作及在医联体内开展护士糖尿病足知识培训的
态度等，共 7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非常
不同意=1 分~非常同意=5 分）"，量表得分范围 5~35
分，分数越高，表示对糖尿病足防治工作的态度越积
极；第 3部分为糖尿病足足相关知识，包括糖尿病足
基础知识和足部护理知识，共 12 个条目，均为选择
题，单选题选择正确计 2 分，选择错误计 0 分；多选
题选择正确计 2 分，选择不全计 1 分，选择错误计 0
分，最终计算百分制得分，百分制得分＝（量表或维度
的实际得分/量表或该维度的满分）×100， 以 100 分
为满分，大于 60分计为合格。
1.2.2 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前对调查者进行同质化
培训，统一发放的流程以及指导用语。要求研究对象
独立答题，答题完成后问卷当场收回并核查，避免缺
项漏项。 共发放问卷 342份，回收有效问卷 322 份，
问卷有效率为 94.2%。
1.2.3 统计学分析 使用 EpiData 对资料进行双人
录入。 应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和标准差进行描述， 计数资料采
用频数、构成比进行描述。两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两
样本独立 t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并采用
LSD 法进行进一步的组间两两比较。 运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分析相关知识得分与连续变量关系。 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研究共纳入医联体内护士 322 名，
其中男 3 名（0.9%），女 319 名（99.1%）；三级和二级
医院 209 名（64.9%），一级医院 113 名（35.1%）；年
龄：20~29岁 146名（45.3%），30~39岁 117名（36.3%），
≥40 岁 59 名（18.3%）。 大专及以下学历者 97 名
（30.1%）， 本科及以上者 225 名 （69.9%）。 工作年
限≤5 年 110 名（34.2%），5 年以上 212 名（65.8%）。
中级以下职称 245 名 （76.1%）， 中级及以上 77 名
（23.9%）。 接受过糖尿病足相关知识培训 203 名
（63.0%），有糖尿病足患者护理经历 36名（11.2%）。
2.2 不同情况医联体内护士糖尿病足相关知识得
分比较 本次调查中， 医联体内护士对糖尿病足防
治工作的态度得分为（32.2±2.6）分。其糖尿病足相关
知识总分（61.8±19.6）分，合格率为 59.3%。

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称以及不同级别
卫生机构的护士糖尿病足相关知识认知情况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2.3 医联体内护士糖尿病足相关知识认知单因素
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有无接受过糖尿病足
相关知识培训和相关护理经历的护士， 其糖尿病足
相关知识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2。
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糖尿病足相关知识和对糖尿
病足防治工作态度之间呈正相关（r=0.357，P<0.001）。

表 1 不同特征医联体内护士糖尿病足相关知识得分比较

（X±S，分）
项目 n 得分 统计量 P
性别 t=0.553 0.581
男 3 68.1±26.5
女 319 61.8±19.6

年龄（岁） F=1.737 0.178
20~29 146 61.2±19.1
30~39 117 60.4±20.1
≥40 59 66.0±19.7

文化程度 t=1.567 0.119
大专及以下 97 64.3±17.5
本科及以上 225 60.8±20.4

所在卫生机构级别 t=0.312 0.755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13 62.3±19.0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209 61.6±20.0

职称 t=1.885 0.060
中级以下 245 60.7±19.6
中级及以上 77 65.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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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医联体内护士糖尿病足相关知识认知多因素
分析 以护士糖尿病足相关知识总分为因变量，单
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α 入=0.05，α 出=0.10），自变量赋值情
况见表 3。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是否接受过糖尿病
足相关知识培训、 有无相关护理经历是其糖尿病足
相关知识认知情况的重要影响因素，见表 4。

3 讨论
3.1 医联体内护士对糖尿病足相关知识的认知情
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 医联体内护士对糖尿病足相
关知识认知得分（61.8±19.6）分，合格率为 59.3%，认
知水平有待提高。 分析原因如下：（1）可能由于糖尿
病足作为慢性并发症， 不是研究对象所在科室的专
科疾病，对于患者的专科护理需求，非内分泌科的护
理人员并不能满足， 故对此相关知识学习未予足够
重视[10-11]。 （2）可能与我国临床护理工作过于重视操
作技能而忽视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有关[12]。 （3）与基
层护士接受糖尿病并发症知识相关培训较少有关，
张雪芳等 [13]的研究显示多数社区护士对糖尿病并
发症知识有培训需求，然而接受相关培训的机会较
少。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年龄 20~29 岁的护士糖尿
病足基础知识得分合格率较高 （χ2=6.977，P=0.031），
可能与年轻护士在学历教育和岗前培训阶段接受
了更新的理论前沿知识有关。 而足部护理知识部
分，40 岁以上和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护士合格率高
于年龄在 40岁以下和中级以下职称的护士（χ2=6.431，
P=0.040；χ2=4.958，P=0.026）， 这可能是由于该年龄
段和职称的护士接触糖尿病患者较多， 长期的临床
护理经验使其对日常足部护理的知识和方法掌握较
好。
3.2 医联体内护士糖尿病足相关知识认知情况的
影响因素
3.2.1 糖尿病足知识培训可以提高医联体内护士相

关知识认知情况 本研究结果中接受过培训的护士
知识得分虽高于未接受过相关培训的护士， 但得分
情况尚不理想，可能是由于基层医院的师资不足，信
息相对闭塞，护士很难了解前沿的糖尿病足预防、筛
查及护理知识 [10]。 此外，各层级护士参加培训的内
容、形式也不尽相同。故应做好院内护士糖尿病足知
识水平的测评工作， 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非内
分泌科护士对于相关知识的掌握， 同时要做好社区
医护人员的同质化管理和集中培训， 提高其专科业
务和健康教育能力[4，14]。
3.2.2 糖尿病足护理经历有益于提升医联体内护士
糖尿病足相关知识认知水平 从事糖尿病足临床护
理工作能加强护士对相关知识的掌握， 这与国内外
相关的研究结果相同[12，14]。张丽[15]在应用临床护理路
径对老年糖尿病患者实施健康教育中发现， 对护士
相关知识的培训，不仅要包括糖尿病专科理论知识，
还应加强临床技能的更新。 这也提示在制定糖尿病
足知识相关培训政策时，应考虑以医联体为依托，以
上级医院为主力， 鼓励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专科中
高级护士到社区医院进行技术指导， 安排基层护士
到专科科室进行实践学习， 更新糖尿病足相关的知
识和技术能力。
3.2.3 对糖尿病足防治工作持积极态度有利于医联
体内护士糖尿病足相关知识认知情况 护士对糖尿
病足防治工作态度越积极， 越有益于提高其相关知
识的认知水平。 由于对糖尿病足的严重性和危险性
认识不足，对自身的专业价值和专业信念认识不够，
护士缺乏对相关知识学习的自觉性和紧迫感， 知识
认知不足导致难以准确的评估与护理糖尿病足危险
患者[16-17]。护士对医联体内糖尿病足防治工作的态度
影响着其学习和了解相关知识的行为，要从心底认同
知识，产生的积极、正确的信念和态度是促进其主动
学习相关知识行为的动力[18]，而知识的累积，又将强
化其对糖尿病足防治的关注。因此，开展相关培训，不
能仅限于传授知识，而应该采取多种教学方法使护士
从情感上接受正确的理念，形成积极的工作态度。
3.3 对医联体内护士糖尿病足相关知识培训建议
糖尿病足知识培训、糖尿病足护理经历以及对糖

尿病足防治工作的态度是医联体内护士糖尿病足相
关知识认知的影响因素。 同时，医联体的结盟可以
提升基层护理人员的护理水平，将最佳护理实践同
质化到基层护理人员，开展的相关培训具有满足临
床需要及前沿性的效果[19]。 对提升护士糖尿病足相
关知识的建议如下：（1）构建医联体内护士糖尿病足
相关知识培训体系。 评估护士对糖尿病足相关知识

表 3 自变量赋值情况
自变量名称 赋值方法

是否接受过糖尿病足相关知识培训 0=否，1=是
有无糖尿病足患者护理经历 0=否，1=是
对糖尿病足防治工作态度 数值

表 4 医联体内护士糖尿病足相关知识影响因素分析（n=322）
偏回归 标准回
系数 归系数

常数 20.938 15.212 - 1.376 0.170
糖尿病足相关知识培训 -9.230 2.126 -0.227 4.341 <0.001
糖尿病足患者护理经历 -8.239 3.218 -0.133 2.561 0.011
对糖尿病足防治工作态度 2.147 0.392 0.283 5.476 <0.001
注：R2=0.205，调整系数 R2=0.198，F=27.336，P<0.001

%%%%%%%%%自变量 标准误 %%%%%%%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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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计划和培训课程。 在
培训课程的设置上应更灵活多变，按需合理调整培
训计划和教学内容[20-21]。 根据参与培训护士的特点
（如学历、职称等），有针对性地设置培训内容，并做
好培训工作的评价与反馈。 （2）发挥医联体内优势
专科的作用，提高医联体内护士糖尿病足相关护理
技能。 由专科及相关科室护士担任带教，社区护士
进入医联体主体单位相关科室临床知识和技能进
修；组织社区护理骨干到上级医院参与糖尿病足相
关健康教育和护理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提升社区护
士糖尿病足护理技能和知识的应用；（3）有研究[22-23]

表明在护士培训中应用继续教育信息化网络化系统
具有积极效果。 目前国内已有研究探索利用网络共
享平台组织相关培训和教育，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
引起的学习资源分配不均问题[24]。 可设计开发医联
体内远程开放性学习平台，提供充足的视听和文献
资源，调动医联体内护士参与相关知识学习的主动
性与积极性，提升知识水平的同时加强医联体内的
资源和技术的合作与互动。 在区域内开放学习平台
中实时更新糖尿病足相关护理实践指南，由上级医
院科研能力较强的护士进行解读和指导，组织医联
体内相关护士线上与线下对指南和新技术的研讨活
动。 综上，应积极开展医联体内同质化、一体化的糖
尿病足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构建完善的信息化资
源共享平台，全面提升医联体内护士对糖尿病足相
关知识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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