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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守门人”
“我院共承担了5300名糖

尿病患者的管理任务，其中门
诊诊疗的特慢病病人有2800余
人。”南岸区弹子石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院长杨梅表示，目
前我国糖尿病的发病率为
11.6%，随着分级诊疗的开展，
大部分糖尿病患者回到了基层
医疗机构，基层医疗机构承担
着糖尿病管理的重要职责，成
为了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守门
人”。

据杨梅介绍，南岸区弹子
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
2011年就成立了糖尿病专科，
培养了糖尿病专科医师5名，以
糖尿病专科为依托，设置糖尿
病随访工作站，以家医团队为
单位实行网格化管理，给管理
的每个病人建立专案，定期进
行面访及家庭访视，根据患者

情况进行个体化治疗；建立微
信群，依托同伴的影响增强自
我管理。

同时，该院利用重庆市慢
性病监测信息系统，推进医疗
健康信息化建设，为辖区内35
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中Ⅱ型糖尿
病患者提供筛查、随访评估、分
类干预、健康体检服务，充分利
用信息技术提高糖尿病健康管
理能力。

糖尿病防治，基层医疗机
构是“守门人”，也是“哨垒”，早
预防、早发现同样是基层医疗
机构的重要职责。为此，南岸
区弹子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建立了专科医师+全科医师+
公卫人员+N个护士的家庭医
生团队，到社区、到家庭宣传义
诊，提高居民认识，并从中发现
新的患者进行管理。

南岸区弹子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 杨梅：

不久前，家住南岸区铜元
局街道的糖尿病患者邹先生
（化名），左足第一趾莫名变黑
了，邹先生有些害怕，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咨询医生，医生
判断他的症状为糖尿病足，是
糖尿病的并发症之一，情况严
重时还需截肢，且花费巨大。

为解决邹先生的健康难
题，社区服务中心的医生立即
联系上一级医院对邹先生进
行接收诊治，在上级医院治疗
后，邹先生病情得到了控制又
回到社区医院，由社区医院对
他进行团队管理，直至病情痊
愈。

“这个病人总共医疗花费
才不到一万元，对于救治结果
也很满意。这得益于我们的
双向转诊及分级诊疗制度。”
南岸区铜元局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院长王午喜说，糖尿
病患者的双向转诊和分级诊
疗是指：上级医疗机构对基层
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糖尿病
诊治知识进行指导培训，提高
其诊治糖尿病的整体水平；同
时，基层医疗机构遇到问题及
时求助上级医院，解决问题后
又下转到基层医疗机构管理。

王午喜认为，这种模式不
仅是保护患者利益的重要措

施，也是推行糖尿病患者团队
管理、基层首诊，解决糖尿病
患者看病难的重要保障。

据悉，今年上半年，我市
积极推进落实糖尿病分级诊
疗规范服务。14个区县成立
了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依托
医共体、医联体、国家慢性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等平台，
派专科医生下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指导，畅通医联体上级医
疗机构与基层医疗机构双向
转诊及会诊机制，提升基层医
务人员对糖尿病的健康管理
及诊疗能力。

“除了双向转诊和分级诊
疗，我们医院还创新糖尿病管
理模式，建立了糖尿病高血压
专科，走出一条糖尿病足管理
的特色经验之路。”王午喜说。

在糖尿病足管理上，中心糖
尿病综合管理团队首先会筛选出
早期Ⅱ型糖尿病足的患者，在上
级医院医生的指导及参与下对糖
尿病足患者进行健康管理。同时
积极采用中药足浴及气压循环治
疗，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足患
者，早预防、早干预，成功使患者
在糖尿病足早期便阻止了病情的
进一步发展与恶化。

助推基层糖尿病管理提质升级

根据健康中国行动糖尿病
防治行动目标要求，到2022年
和2030年，18岁及以上居民糖
尿病知晓率分别达到50%及以
上和60%及以上，糖尿病患者规
范管理率分别达到60%及以上
和70%及以上。为此，我市积极
组织专家开展健康科普教育，对
全市基层医生进行培训指导，提
高居民对糖尿病防治的知晓率、
参与度及规范管理率。

据武警重庆总队医院血液
内分泌科主任廖涌介绍，2021
年，我市组织专家编写了《重庆
市民健康素养知识读本》，以问
答形式对居民进行健康教育，为
公众提供科学权威的糖尿病防
治科普资源。

同时，我市持续开展大型糖
尿病防治宣传行动“蓝光行动”、
联合国糖尿病日主题宣传活动
等，线上线下联动，线上积极开
展科普宣讲、发布科普视频和文
章、举办网络科普直播等；线下
组织开展筛查义诊、科普讲堂、
媒体宣传等活动，充分利用传统
媒体和新媒体，广泛传播糖尿病
防治科普知识，倡导居民自觉践
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提升基层糖尿病防治能力，

2021年，由重庆市医学会组织，
糖尿病学分会专家们共同参与

“糖尿病规范化基层专科能力建
设培训”项目，通过对基层专科医
生及机构进行业务、政策和管理
知识的帮扶、培训和指导，促进糖
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的提高。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
市14个区县Ⅱ型糖尿病患者基
层规范管理服务率已达到61%。

“城市是糖尿病防治的重要
战场。”廖涌说。2018年重庆市
组织开展了“城市改变糖尿病”
试点项目，立足社区医院，对城
市居民开展糖尿病教育，糖尿病
前期摸底调查及“健康饮食、运
动教育双处方”。该项目借助行
政主导、专业技术支撑、基层医
疗机构实施建立起糖尿病患者
防、治、管“三位一体”综合健康
管理模式。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重庆市
6个试点项目区开展了人群分类
健康管理，通过居民健康档案建
档、义诊、职工体检、老年人健康
体检、首诊测血糖等多种途径将
人群分为健康人群、糖尿病高危
人群和糖尿病患者，并对三类人
群开展了干预前后调查，评估干
预效果。

“三位一体”综合管理
守好糖尿病防治的重要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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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为主、医防融合是
实践糖尿病防治的新路径。”
沙坪坝区双碑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公共卫生科科长焦惠艳
表示，在糖尿病防治中，要以
家庭医生团队为载体，做好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糖尿病患者
健康管理，扩大长期处方、出
诊、家庭病房等服务覆盖面，
从而提高服务质量、提升糖尿
病控制率，减少患者并发症的
发生。

焦惠艳认为，糖尿病的管
理防治讲究“三级预防”，每级
预防都是筑牢群众健康屏障
缺一不可的防线。第一级预
防是避免糖尿病的发生，养成
良好的生活及饮食习惯，生活
作息规律、积极锻炼身体、控
制体重等；第二级预防是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延缓疾病
进展，减少并发症发生；第三
级预防是延缓糖尿病并发症
的发生和进展，预防糖尿病导
致失明、肾功能衰竭、心脑血
管死亡和截肢等情况的发生，

争取减低致残率和死亡率，从
而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自
我管理至关重要。糖尿病患
者的自我管理有“五架马车”，
包括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教育、
饮食治疗、运动治疗、血糖监
测、药物疗法。患者行为的改
变能改善患者的血糖、血脂、
减轻体重，从而降低糖尿病慢
性并发症的发生。

对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进
行血糖检测、糖尿病并发症筛
查也是基层医疗机构管理的一
项重点内容。为此，依托家庭
医生服务，每季度对患者至少
面对面一次随访，让居民和家
庭医生一起协作，在医生指导
下定期做糖尿病相关指标体
检，控制血糖及并发症。对于
糖尿病依从性差的患者，则制
定个性化健康教育方案，由家
庭医生在两周内做好随访，必
要时转诊。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助力糖尿病科学防控，为
群众构筑健康防护屏障。

医防融合 关口前移

我市推进糖尿病防治行动稳健实施

关口前移
推进糖尿病早期筛查干预及健康管理

糖尿病是一种以血糖升高
为特征的，慢性、全身性、代谢
性、进展性疾病。糖尿病分为I
型糖尿病、Ⅱ型糖尿病以及妊娠
糖尿病等，Ⅱ型糖尿病是我国最
常见的糖尿病类型。

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包括不
可改变和可改变的两种因素。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吸烟、饮
酒、身体活动不足、膳食不合理
以及超重肥胖、高血压、血脂异
常等属于可改变的危险因素，这
也是糖尿病防治的重点。

重庆市疾控中心慢病所所
长、主任医师丁贤彬表示，近年
来，全国和我市糖尿病患病率呈
逐年上升趋势，且上升速度较
快。据重庆市慢性病及危险因
素调查数据显示，18岁及以上
居民糖尿病患病率由2010年的
9.5%上升到2018年的11.6%。

糖尿病防治是健康中国行
动的十五项行动之一。为响应
健康中国行动号召，助力糖尿病
防治行动落地实施，我市积极建
立完善糖尿病防治体系，持续提
高基层糖尿病防治综合能力，强
化糖尿病健康管理，为群众提供
更便捷、更高效的糖尿病防治管
理服务，为全市糖尿病患者健康
护航。

2021年-2022年，我市建立
慢性病监测信息系统，将糖尿病
病例报告纳入了医疗机构履行公
共卫生职能责任清单；开展糖尿病

防治知识宣传教育与糖尿病前期
筛查与干预，提高居民糖尿病防治
知识认知水平，防止和延缓糖尿病
的发生和发展；加强糖尿病患者的
随访管理和自我健康自管，落实糖
尿病分级诊疗规范服务。

据悉，2021年，重庆市糖尿
病死亡率为17.42/10万人，较
2020年的17.58/10万人有所下
降。糖尿病早死概率由2020年
的 0.44% 下 降 到 2021 年 的
0.40%。糖尿病规范管理率与
血糖控制率均达到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考核的指标。

“今年世界糖尿病日的主题
是‘教育保护明天’，重点强调医
疗卫生专业人员和糖尿病患者
需要更好地获得优质的糖尿病
教育。”丁贤彬说，预防糖尿病，
健康教育要先行，健康教育作为
糖尿病治疗的重要举措之一，提
高百姓糖尿病防治的基本知识
和技能至关重要。

通过健康教育，指导大众
“管住嘴，迈开腿”，改变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可以使糖尿病高危
人群不发展或者延缓发展为糖
尿病。同时，如今糖尿病患者年
轻化趋势明显。丁贤彬表示，加
强职业人群管理，积极建设健康
主题公园、健康步道、健康社区、
健康单位，发挥机关企事业单工
会、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的作用，
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也是
做好糖尿病防治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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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糖尿病预防的三道关卡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11月14日是第16个“联合国糖尿病日”，今年的

主题是“教育保护明天”。糖尿病是严重威胁我国

居民健康的慢性病，如何防治糖尿病已成为当前公

共卫生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贯彻落实健

康中国行动有关要求，我市积极推进糖尿病防治工

作。糖尿病防治的重点、要点在哪里？我市针对糖

尿病防治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和

经验？有关部门、医疗机构给出了解答。

为群众提供糖尿病筛查与管理

开展老年人健康调查

糖尿病防治宣传科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