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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糖尿病

降血糖
你需要!有的放矢"

李先生今年
'$

岁! 患
(

型糖尿病已
%$

年" 多年来他很少到医院就诊!也一直没有
接受正规治疗!血糖长期不达标!日积月累!

现在已经悄然出现手脚麻木#眼底视网膜病
变#蛋白尿#糖尿病肾病等多种并发症!生活
质量非常差" 面对残酷的现实!李先生后悔
不已"

降血糖!别忘$ 达标%

$ 只要坚持治疗! 血糖达不达标不重
要" %生活中!许多糖尿病患者正是抱着这样
的想法!虽然一直坚持治疗!但对血糖是否达
标并不是很在意! 对治疗效果也不大关心"

这位李先生年纪不大却出现如此多的并发
症!就是很典型的$ 反面教材%"

很多时候做事坚持没有错!但是理智的
坚持才是有意义的" 如果血糖不达标!患者
也不根据病情的发展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即
使一直坚持治疗!同样也会产生严重的并发
症"

降血糖!需灵活调整治疗方案

糖尿病治疗目标本身很简单!就是使血
糖达标!但其治疗方法和手段较多" 病程进
展各阶段的不同特点!使得治疗方法或方案
需要根据病情及时进行调整"

血糖控制的标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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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 无心脑
血管并发症的患者!空腹血糖小于

*+%

!餐后

血糖小于
,+$

!糖化血红蛋白小于
*+-.

" 大
于

)$

岁或有心脑血管并发症的患者! 标准
可适当放宽"

很多患者错误地认为糖尿病治疗方案可
以一成不变!结果导致血糖达标率很低!这种
情况很常见" 国内一项流行病调查显示!只
有

%%+-/

的糖尿病患者能够达到糖化血红
蛋白小于

*+-0

的目标" 由于血糖不达标导
致并发症而产生的巨额医疗费用!已经成为
家庭和社会的沉重负担" 所以!如果发现血
糖没有达标!患者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并按
照医嘱调整治疗方案或加大治疗力度"

降血糖!需知$ 三天%

为了更好地控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糖
尿病患者需要知道以下$ 三天%!才能做到$ 有
的放矢%!战胜病魔"

昨天&即要了解自己的糖尿病是由什么
原因引起的!是因为肥胖#有家族史还是其他
原因" 要了解自己过去血糖的控制情况!是
不是一直在遵照医嘱治疗!有没有哪些方面
做得不够'

今天&即要了解自己现在病情控制的情
况如何!这一点最为关键" 比如目前血糖控
制情况怎么样'并发症是否已经出现'如果已
经发生并发症!处于什么阶段' 现在采取的
治疗方案是否适合自己!是否能达到减少并
发症#提高生活质量及有利于对胰岛功能的
保护'

明天&要清楚地知道!如果血糖控制不好
会导致哪些问题" 要知道随着病情的进展!

治疗方案可能需要及时调整" 与医生积极沟
通!了解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将来糖尿病的
研究和治疗将会出现哪些新的进展!包括新
的技术#新的治疗方法#药物和方案等"总之!

只要重视治疗!控制好血糖!患了糖尿病同样
可以拥抱美好的明天( !宗合"

逾半数糖尿病患者
不知血糖达标值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
尿病教育与管理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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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布我
国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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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
理现状及影响因素的调查报告"

调查证实
3

接受过健康教育的
患者空腹血糖#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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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血糖和
糖化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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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都明显好
于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群!治疗依
从性更好!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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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
总体血糖控制情况仍欠佳"

调查表明! 目前我国糖尿病
健康教育主要集中在饮食# 运动
和基本知识方面! 接受过糖尿病
并发症教育的患者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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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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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根本不知道糖化
血红蛋白的达标值 ! 甚至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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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完全不了解糖尿病"

此外!调查显示!目前
:

型糖
尿病患者呈现出年轻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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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的患者占调查总人数的
#;<

)同时!新患者仍在增加!病
程
;

年以内的患者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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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两部分人群在接受健康教育#自
我管理和遵循医嘱治疗等方面有
待加强"

该调查负责人# 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郭晓蕙认
为!今后我国糖尿病健康教育在
内容上应侧重加强以患者为中
心的糖尿病自我管理教育!提高
患者在糖尿病方面的知识水平
和自护行为! 尤其是使用胰岛素
的相关知识及血糖监测) 在人群
上应关注年轻患者# 病程短的患
者#文化程度低#低收入者以及那
些需要使用胰岛素但仍有顾虑的
人群"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