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知刊出版社 2024年 1卷 5期

JZKpublishing 医学研究

93

糖尿病患者的心理社会支持网络构建
顾霖函

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北京市，100144；

摘要：随着糖尿病发病率的逐年上升，糖尿病患者群体的年龄范围扩大，而在这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糖尿病患者的

心理和社会支持需求日益凸显。本文从护理学、社区护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糖尿病患者心理社会支持网络的

构建，包括其主要研究成果、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并分析了该领域内存在的争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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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对患者的生活质

量和心理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

往往需要持续的医疗关注和心理社会支持。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如何为糖尿病患者构建有效的心

理社会支持网络，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促进疾病的

自我管理。

1 糖尿病患者心理社会支持的重要性

糖尿病患者的心理状态对疾病的管理和控制具有

重要影响。有效的心理社会支持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地应

对病情，减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提高治疗依从性，

从而改善生活质量。这一网络能够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

心理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疾病带来的挑战，提高

生活质量。同时，通过心理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还能

够促进患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增强社区凝聚力，为患

者创造一个更加积极、健康的生活环境。

1.1 心理状态对糖尿病管理的影响

1.1.1血糖水平调控：

糖尿病患者的心理状态，特别是焦虑、抑郁等负性

情绪，会直接影响血糖水平。焦虑状态可能引发交感神

经兴奋，导致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等应激激素分泌

增加，进而拮抗胰岛素作用，引起血糖升高
[1]
。抑郁情

绪则可能通过影响患者的饮食控制、运动习惯及药物依

从性，间接导致血糖控制不佳。

1.1.2胰岛素分泌与敏感性：

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状态的患者，体内胰岛素分泌

可能受到抑制，同时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这进一步加剧

了血糖控制的难度。

1.2 心理社会支持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

1.2.1减轻心理压力与焦虑

情感支持：心理社会支持首先为患者提供了情感上

的安慰和关心，有助于减轻患者的孤独感和无助感。这

种情感上的支持让患者感到被理解和接纳，从而缓解其

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

增强应对能力：通过心理社会支持，患者可以学习

有效的应对策略，增强自我应对挑战和压力的能力。这

种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患者在面对疾病或治疗过程中的

各种困难时，保持积极的心态和稳定的情绪。

1.2.2促进康复进程

提高治疗依从性：心理社会支持鼓励患者积极参与

治疗过程，提高治疗依从性。这有助于确保治疗方案的

有效实施，促进患者的康复进程。

提供实际帮助：心理社会支持还包括为患者提供实

际的帮助和指导，如日常生活协助、康复资源信息等。

这些帮助有助于减轻患者的身体负担，使其能够更专注

于康复。

1.2.3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缓解抑郁症状：心理社会支持有助于缓解患者的抑

郁症状，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通过积极的心理干预和

社会支持，患者可以逐渐恢复对生活的兴趣和热情，重

拾生活的信心。

增强自尊心与自我价值感：心理社会支持让患者感

受到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从而增强其自尊心和自我价

值感。这种积极的心态有助于患者更好地融入社会，提

高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心理社会支持在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提供情感支持、增强应对能力、

促进康复进程、改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提高生活质量等

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心理社会支持有助于患者更好地

应对疾病或治疗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实现身心的

全面康复。

2 心理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的理论框架

利用理论支持作为糖尿病患者心理社会支持网络

构建的理论支持，并在过程之中将理论与实验结合，作

为可能改善糖尿病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过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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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将根据理论对研究方法及评估过程进行阐述。

2.1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在面对压力时，

如果能够获得来自社会网络的支持，将有助于缓解压力

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这种支持可以

来自家庭、朋友、医疗团队或社区社会支持理论认为，

个体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可以从家庭、朋友、社区和

专业机构等社会网络中获得物质、情感和信息上的支持。

这种支持有助于缓解个体的心理压力，提高应对能力，

从而促进其心理健康
[2]
。

2.2 自我效能理论

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完成某一行为的信心和

预期。在糖尿病管理中，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有助于增

强其对疾病管理的信心和动力。

2.3 心理弹性理论

强调个体在面对逆境时的恢复和适应能力。糖尿病

患者的心理弹性与其社会支持密切相关。良好的社会支

持网络可以增强患者的心理弹性
[3]
，帮助其更好地应对

疾病带来的挑战。

2.4 主要研究成果

2.4.1社会支持与糖尿病患者的心理健康

多项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糖尿病患者的心理健康

具有显著影响。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医疗机构支持和

社会组织支持等构成了糖尿病患者的主要社会支持网

络。这些支持可以有效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

绪，提高其心理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4][5]

。

2.4.2心理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路径

文献中提出了多种心理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路径。

首先，明确建设目标与定位，确保网络能够满足患者的

实际需求。其次，招募专业管理团队，负责网络的日常

运营和维护。同时，通过举办健康教育讲座、建立互助

小组、提供心理咨询等方式，增强患者之间的交流和互

动，促进其心理支持网络的构建
[6]
。

2.4.3社会支持网络的效果评估

社会支持网络的效果评估是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可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患者的反馈意

见，评估网络的支持效果。同时，可以结合患者的心理

健康指标（如焦虑、抑郁评分）和生活质量指标（如生

活质量评分）进行综合评价
[7]
。

3 研究方法与主要研究成果

3.1 确定数据收集目标

首先，明确数据收集的目标，即了解糖尿病患者的

心理社会支持现状、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这包括患者的

基本信息、心理状态、社会支持情况、疾病管理行为等

多个方面。

3.2 设计数据收集工具

3.2.1问卷设计

内容设计：问卷应包含患者的基本信息（如年龄、

性别、病程、治疗方式等）、心理状态评估（如焦虑、

抑郁水平）、社会支持情况（如家庭支持、朋友支持、

医疗团队支持等）以及疾病管理行为（如饮食控制、运

动锻炼、药物治疗等）的相关问题。

量表选择：根据研究需要，选用合适的心理评估量

表（如 SAS、SDS）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如 PSSS），

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预测试：在正式调查前，对问卷进行小范围的预测

试，以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并根据反馈结果进行必

要的修改和完善。

3.2.2访谈提纲

设计访谈问题：围绕患者的心理体验、社会支持需

求、疾病管理挑战等方面设计开放式问题，以鼓励患者

表达真实感受和需求。

确定访谈对象：根据研究目的和样本选择标准，确

定具有代表性的访谈对象。

3.3 选择数据收集方法

问卷调查：在医疗机构、社区等场所，向符合纳入

标准的糖尿病患者发放问卷，并现场指导填写。对于无

法现场接触的患者，可以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

送问卷，并设置合适的回收期限。利用网络平台（如问

卷星、SurveyMonkey等）创建在线问卷，并通过社交媒

体、患者组织等渠道邀请患者参与调查。与访谈对象预

约访谈时间和地点，确保访谈的顺利进行。在访谈过程

中，采用开放式问题、倾听、反馈等访谈技巧，鼓励患

者表达真实感受和需求。同时，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或

录像，并详细记录访谈内容。

3.4 实施数据收集

培训调查员：对参与数据收集的调查员进行培训，

确保他们了解研究目的、问卷内容、访谈技巧等，并熟

悉数据收集流程。

问卷填写指导：对于现场发放的问卷或进行线上采

集的问卷，调查员应指导患者正确填写问卷，并解答患

者的疑问。

问卷回收与检查：对回收的问卷进行逐一检查，确

保问卷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对于缺失或错误的数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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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与患者进行联系补充或更正。

访谈记录：对访谈过程进行详细的记录，包括患者

的回答、表情、语气等非言语信息。同时，确保访谈记

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3.5 数据整理与保存

数据整理：将收集到的问卷数据和访谈记录进行整

理，按照研究目的和变量进行分类和编码。

数据清洗：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清洗，剔除无效或

异常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数据保存：将清洗后的数据保存在安全、可靠的地

方，以便后续的数据分析和研究使用。同时，遵守伦理

原则，确保患者的隐私和权益得到充分保护。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系统地收集到关于糖尿病患者

的心理社会支持现状、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为后

续的数据分析和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主要研究成果显示，糖尿病患者普遍渴望获得更多

的心理社会支持，特别是来自医疗团队和社区的支持。

同时，研究发现，患者的心理状态与其血糖控制水平密

切相关，心理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对于改善患者的心理

状态和疾病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社会支持网络对糖尿病患者的心理健康具有

积极影响，但在具体构建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争议。例如，

如何平衡线上与线下支持网络的建设、如何确保支持网

络的持续性和有效性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解决
[8]
。

4 存在的争议与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心理社会支持在糖尿病患者管理中的重要性

已广受认可，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仍面临着诸多

挑战和争议。其中，如何精准把握支持的力度，以及如

何确保这种支持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成为了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

对于未来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根

据糖尿病患者的个体差异，为他们量身打造定制化的心

理社会支持方案。此外，评估支持网络对患者生活质量

产生的具体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通过这些研

究，我们有望为糖尿病患者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心理

社会支持，进而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结论

糖尿病患者的心理社会支持网络建设是一个复杂

而重要的研究课题。本研究通过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

初步探讨了支持网络建设的有效路径和方法。结果表明，

心理社会支持对于改善糖尿病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疾病

管理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多挑

战和争议，如如何精准把握支持的力度、如何确保支持

的持续性和有效性等。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并不断优化

和完善支持网络建设方案。通过多学科合作和跨学科研

究，为糖尿病患者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心理社会支持，

助力其更好地管理疾病、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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