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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是糖尿病？ 

糖尿病最主要是由於體內胰島素供應不足或是因身體細胞對胰島素的

利用能力降低所導致的一種代謝疾病。正常人空腹血糖值 70-100mg/dl；

當血糖值高於 180mg/dl 時，尿液會出現糖份，造成所謂的〝尿糖〞。 

依照 2011 年美國糖尿病協會指引糖尿病診斷依據為以下幾項： 

(一)  糖化血色素(HbA1c)≧6.5%。 

(二)  空腹血漿血糖≧126 mg/dL。 

(三)  口服葡萄糖耐受試驗第 2 小時血漿血糖≧200 mg/dL。 

(四)  典型的高血糖症狀(多吃、多喝、多尿與體重減輕)且隨機血

漿血糖≧200 mg/dL。 

二、為什麼糖尿病病人需要居家照護？ 

糖尿病病人長期血糖控制不良常發生血管及神經病變，若有傷

口則不容易癒合、抵抗力降低導致感染、容易有牙周病、牙齦炎等

口腔問題，若發生高血糖或低血糖併發昏迷情況，甚至可能危及生

命，所以維持良好的居家照護對糖尿病病人的健康維護非常重要，

若能正確執行居家自我照顧能幫助血糖穩定並減少合併症的產生。 

三、糖尿病的居家照顧原則 

飲食控制、規律運動、藥物治療，三者皆須配合，另需監測血糖及

注意高、低血糖症狀及處理，故糖尿病居家照顧要注意以下 5 要點： 

(一) 飲食控制： 

1. 維持定時定量飲食習慣、均衡攝取六大類飲食，避免太甜、太油、

高熱量食物。 

2. 攝取足夠的纖維，維持每日排便的習慣，每天攝取 2000C.C 以上的

水份，不憋尿，避免泌尿道感染。 

(二) 適當運動並控制體重： 
1. 最好在飯後 2 小時或與醫師討論做適合您的運動時間，運動的目標

在於使運動時心跳達到相關年齡運動後最大心跳率的 70-85%(最大

心跳速率=220-年齡)，但須以心臟能負荷的程度為前提，不可勉強。 

2. 避免在藥物如胰島素作用高峰時段運動。 
3. 每週至少要運動 150 分鐘，一週運動 5 次，每次運動約 30 分鐘效

果較佳。快走、慢跑、游泳、騎腳踏車都是很好的有氧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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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 BMI(身體質量指數)大於 24時，糖尿病的相關危險性可高達 4倍

以上，合理的減重目標是 6 個月期間減輕原來體重的 10%，研究顯

示中度的減重（5-15％）可改善葡萄糖的耐量、降低空腹血糖、減

輕高胰島素血症、改善血脂肪與降低血壓。因此，小幅度的體重減

輕就會有很好的效益。 
(三)藥物治療：依醫師處方正確使用降血糖藥物，若食慾變差、進食量減

少時，也不可自己停藥，要依據血糖變化及醫師的指示調整藥物劑量 

。 

(四)監測血糖： 

1.血糖控制良好者(糖化血色素 7 以下)，建議每週至少監測 1～2 次 

，測量時段可自行選擇空腹 8 小時、飯前、飯後 2 小時血糖及睡前

之血糖值。 

2.控制較不好者(糖化血色素 8 以上) ，建議每天至少監測 1 次，測

量時段可自行選擇空腹 8 小時、飯前、飯後 2小時及睡前之血糖。 

(五)高、低血糖症狀及處理： 

1.高血糖：血糖過高症狀：口渴、多尿、短期體重減輕、視力模糊、

噁心、嘔吐、腹痛。 

處理：多喝水、多休息、驗血糖、求醫診治。 

2.低血糖：血糖低於 70mg/dl，症狀：頭暈、飢餓、四肢無力、手腳

發抖、冒冷汗、心跳加快。 

處理： 

(1) 意識清楚時：吃含糖 15 公克之食物，如：3-5 顆糖果、方

糖或 120~150cc 含糖飲料、果汁，15分鐘後未改善，則再重

複給予一次，若症狀還是未改善，請速就醫。 

(2) 意識不清時：請將頭部側放，立刻送醫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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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衛教資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無法提供任何醫療行為和取代醫師當面診

斷，若有問題，請向門診醫師或原住院病房諮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