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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根據國際糖尿病聯盟
(IDF)於2013年11月14日
公布，全球約有3.82億
糖尿病患者，全年導致
510萬人死亡。

•估計到2035年，糖尿病
患者會上升至5.92億。

每6秒便有一人死
於糖尿病



研究背景

•在澳門，據統計暨普查局人口統計的資料顯
示，在過去五年，2型糖尿病(非胰島素依賴型)
持續佔澳門十大死因分類中的第4或5位，2011
年，2型糖尿病每十萬人的死亡專率達11.8%。

•IDF推算澳門有42960個成年糖尿病患者，成
人糖耐量異常(IGT)盛行率為11.81%，IDF特別
提到澳門在2035年的IGT盛行率將會排行全球
第十，為12.9%。



糖尿病照護專科趨勢
遵從哲學 賦權哲學

監督照顧
自我照顧、自
我監測及自我

管理

醫療機構 個人

建構自我效能從
而達到適當的自
我照顧能力

醫護人員健康
促進的最終目

標

大大節省醫療成本



研究目的

探討專科護士在提昇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效

能中的角色、介入方式、以及對糖尿病患者

的影響。



研究方法

•採用質性研究。

•以1對1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進行資料蒐集。
被訪者的參與是自願性質並承諾資料絕對
保密。

•研究對象以立意取樣的形式，在1/2013-
3/2013期間，邀請4名 (3男1女)經糖尿病
專科護士介入後成功提升自我照顧效能的2
型糖尿病病人進行。當中有新發現2型糖尿
病，亦有反覆控制血糖不良的病人。



資料蒐集及分析

•資料收集(由訪談員協助進行半結構式訪談，
錄音)。

•訪談後由訪談員聽取錄音後轉錄逐字稿，
與受訪者核對內容(由訪談員讀回稿件內容)
及修正。

•研究者萃取重要概念，進行內容分析→辨
識類別→分類→編碼→詮釋→歸類(組
合)→概念化。



個案資料
•個案一：

男、40y、新發2型糖尿病、三多一小症 狀、對疾
病知識缺乏、存有心理困擾。

•個案二：
男、68y、2型糖尿病10年、退休人士、衛生局長期

口服藥治療、不規律服藥、不了解糖尿病自我管理。

•個案三：
女、48y、2型糖尿病3年、賭場文員、內科門診治療

、血糖控制欠理想、長期失眠、家庭關係欠佳。

•個案四：
男、50y、職業司機、2型糖尿病6年、4級糖尿病足

、長期藥物治療、欠規律服藥、因病失業3個月、經濟
困難。



訪談大綱

•請問您覺得您現在的糖尿病控制如何？

•請問您對糖尿病專科護士有何看法？

•請問您認為專科護士對您的糖尿病控制有
何影響？

•請問糖尿病專科護士曾如何幫助您？

•您認為糖尿病專科護士還可以做些甚麼，
以協助您或其他糖尿病病人更好地控制病
情呢？



研究結果

• 經研究者討論後得出「WISH」策略：

1. Wake up─覺醒期；

2. Induction of self-care─誘導參與期；

3. Search for feedback─尋求回饋期；

4. Harvest─收成期。



「WISH」策略

•Wake up─覺醒期

個案1說：「我初時無法接受的，曾經嘗試
過好多方法去醫這種病，但都係無效，反
而情況還加重了，同護士見面後，她逐步
解釋給我知要如何控制自己的血糖，現在
我學會測血糖，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會約護
士瞭解。」



「WISH」策略

•Induction of self-care─誘導參與期

建立伙伴關係 個案1說：「我發現糖尿病的時候家中發生很多事情，我媽媽
又因病去世，自己很煩、很有壓力，護士約我見面，沒想到她
會願意聽我說這些事。」

個案4說：「護士給予我足夠的時間，願意完整地聽我說完要
說的事情…她(專科護士)說的我都能做到，因為她(專科護士)
的建議是為我而做的。」

鼓勵與糖尿病同行 個案2說：「我知道我有糖尿病的時候我覺得很快便會離開世
界，但您(專科護士)解釋了很多給我聽…盡量自己控制一下…
現在沒有這麼害怕了…」



「WISH」策略

•Search for feedback─尋求回饋期

提昇糖尿病健康素養 個案1說：「您(專科護士)的講座我有來聽，聽後我知道
了自己應該怎樣看血糖值…例如之前那一餐多吃了，血
糖高了，下一餐便要減少一點，不要食那麼多。」個案2
說：「見您(專科護士)很有用，起碼在見完醫生以後有
多一個意見，我知道我可以有甚麼樣的選擇…」

尋求回饋 個案1說：「我有到衛生局取藥，我有高血壓呀，但他們
(醫護人員)都不會答我，亦不會替我測血糖…他們沒有
講座聽，有問題亦不知道問誰…這裡可以問您(專科護
士)。」

個案3說：「我出院後有去跑水塘，所以血糖比之前住院
時低了很多…我有按您(專科護士)的指示減低打胰島素
的量，我現在減到…我是否可以繼續呢？」



「WISH」策略

共同評價健康決策 個案1說：「我現在知道要怎樣理解血糖值，亦知道食甚麼會幫
到自己血糖的控制…」個案4說：「身體是自己的，要自己愛惜，
例如出外用餐，我只會到相熟的餐廳，因為他們都知道我要少
些飯…(專科)護士不是說不可以食飯，只是食少一些，分開一
些食便可以了，你自己也是看到效果的。」

•Harvest─收成期

重建家庭支持系統 個案2說：「您(專科護士)有請我丈夫來見您，他知道我病了，
他學了怎樣使用血糖機和打胰島素，平時他在家裡會提我要測血
糖，初時亦會幫我打胰島素，但現在我會自己打了。」

個案3說：「如果要我不到街上食飯是沒有可能的，但我現在是
多了回家食飯，因為我的家人竟然在知道我有糖尿病後回來，並
有為我煮飯，所以我比從前多了回家食飯。」

個案4說：「女兒知道我有糖尿病後，她成為了我的監察者，她
比從前著緊我的飲食…在我有傷口的時候陪我到醫院換藥…如果
沒有她們，我不會放心把病治好，可能要我來兩次(傷口護理)，
我只會來一次…」



總結
•2型糖尿病病人需要實務上的支持與同行，
方能有效提升自我照顧及健康管理的效能。

•在過往成功提升病人自我照顧效能的經驗中，
「WISH」策略為專科護士主導之下現象詮釋。

•本策略希望能於往後繼續探索，發展成為乎
合本地特色的(特別是家庭支持方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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