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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儿童青少年

! 型糖尿病患者的心理调试及居家血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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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具有普遍易感性#儿童青少年 & 型糖尿病患儿因其自身免疫力低下和心理状态的特

殊性#属于易感高危人群%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更应关注其身体&心理和血糖的自我管理% 本文

总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儿童青少年患者的心理调试和居家血糖管理实践#以期为疫情期间

儿童青少年 & 型糖尿病患儿的血糖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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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性强#且目前尚无明

确的治疗方法%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群普遍易

感#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发热&咳嗽&乏力&流涕&喷

嚏&腹痛和腹泻等症状#且多为家庭聚集性发

病(&)

% 合并有基础病的患儿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可迅速进展为急危重症#严重危害患儿生命安

全%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 &型糖尿病发病率持续上

升#&*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发病率为 &$'$9&" 万

人(!)

#在过去 !" 年间其发病率增加近 ) 倍% 我国

儿童青少年 &型糖尿病的血糖控制达标率低#急慢

性并发症发病率高#其治疗现状不容乐观(!)

% 疫情

期间儿童青少年 &型糖尿病患儿长时间居家隔离&

线上学习&生活节奏改变等不仅影响患儿的血糖管

理#同时进一步增加了其心理压力($)

% 情绪的波动

与血糖的调控紧密相关())

#因此在疫情特殊时期#

不仅要加强儿童青少年 &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的调

控#更要关注其心理情绪的变化%

!"不同年龄段儿童及青少年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防控期间的心理问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具有人群普遍易感性#其

传播能力强&速度快&范围广(*)

#尚无特效抗病毒

药物#严重影响儿童青少年的生活&学业和健康#

疫情的蔓延加重了患儿和家长紧张&恐惧等心理

负担% 疫情防控期间#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

患儿表现出不同的心理问题$学龄前儿童表现为

生理和行为的改变#如烦躁&进食差&过度哭闹依

赖&睡眠问题等'学龄期儿童可出现反复询问疫情

相关信息&过分紧张&与同龄儿童互动减少等反

应#甚至由于长时间居家会感觉无聊或沉迷于电

子产品'青少年易出现焦虑&对学业的担忧&情绪

低落&愤闷等情绪#甚至会出现攻击或冒险性行

为#如不顾疫情私自外出% 研究($)显示#居住地&

碰到与疫情相关的事情&是否害怕和年龄是导致

儿童青少年抑郁等负性情绪的主要因素% 因此#

家长和医护人员需关注患儿的心理动态#根据其

具体情况与其共同做好心理调适%

#"科学应对疫情期间儿童及青少年的心

理问题

!$&%正确认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学防护

做好居家儿童青少年 & 型糖尿病患者的防控

措施是减轻其心理负担的重要环节之一% 国内为

稳定控制疫情#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健康

教育#普及疫情防控知识#指导家长做好居家儿童

青少年防控措施#科学认识和预防疾病#增强防控

意识#提高防护能力% 如利用信息化手段#充分发

挥信息化技术和新媒体作用#借助*互联网-医疗

健康+优势#对儿童青少年疫情防控健康教育和科

普宣传% 家长应通过可靠途径获取疾病相关防护

知识#了解疫情动态#不信谣不传谣#避免给患儿造

成不必要的恐慌% 居家期间应加强居室通风#做好

室内消毒#创造清洁生活环境#外出回家后洗手更

衣再接触患儿% 家长应督促和指导患儿勤洗手&不

乱摸#适度运动#合理膳食#保持充足睡眠#帮助患

儿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儿童青少年应尽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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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不到人员密集和空间密闭的场所#不走亲访

友#不与有呼吸道感染症状的人接触#确需外出的

要正确佩戴口罩#做好防护措施% 春季是流感高发

期#应预防感冒#做好监测#同时注意与肺炎症状相

区分#出现症状加重时及时就医%

!$!%提供情感支持!轻松应对

研究(#)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相

对一部分儿童青少年存在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

家长及医护人员应定期综合评估儿童青少年 & 型

糖尿病患者的心理问题#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青

少年的心理问题采取简单易被接受的方式#积极

有效的与其沟通&疏导和情绪管理% 医疗机构和

学校可利用微信&互联网等新媒体开展儿童青少

年心理支持服务#缓解其心理焦虑% 家长应在儿

童青少年面前尽可能表现得积极且有力量#尽可

能解答其对此次疫情的困惑#减少儿童青少年的

担心与恐慌% 家长要耐心倾听#了解患儿的思想

动态和情绪波动#正面引导并为其提出切实可行

的解决方法% 研究(()显示#同伴支持可提高患儿

疾病应对能力#稳定心理情绪和提升其生活质量%

家长应可多鼓励患儿通过微信视频等远程方式与

不能见面的朋友或同学等保持积极联系#沟通感

情'鼓励患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等转移注意力的

方式寻求情感支持% 居家期间还可自行制定休闲

的健康生活学习时间表#保持规律的生活和学习

作息#加强自我提升#做好未来规划%

$"儿童青少年 ! 型糖尿病患者坚持居家

自我血糖管理

血糖水平与心理问题密切相关#血糖波动易

导致患者产生焦虑&抑郁情绪(+)

#而不良的心理

情绪也是导致血糖波动的影响因素之一(')

% 因

此#疫情期间儿童青少年 & 型糖尿病患者应坚持

进行居家自我血糖管理%

$$&%营养管理

由于儿童青少年 & 型糖尿病患者处于生长发

育期#营养管理至关重要% 如果患儿在 &" 岁时从

碳水化合物消耗 )*G的能量#则碳水化合物的平

均需求量高达 &(" +#而 &) 岁的青少年约为 !&$

+

(&")

% 食物合理搭配应有全麦面包和谷物#豆类

!豌豆#豆类#扁豆"#水果#蔬菜和低脂乳制品!!

岁以下儿童全脂"等食品% -中国 & 型糖尿病诊治

指南.推荐不同年龄段儿童青少年蛋白质每日摄入

量是 &$* .$$* +9H+

(&&)

#年龄越小占能量比例更

高% 糖尿病患儿通常不需要高蛋白饮料和食品补

充剂#应鼓励进食豆类等植物蛋白以及动物蛋白包

括鱼#瘦肉和低脂乳制品% 高膳食纤维有助于改善

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建议每日膳食纤维摄入&! .

&) +9& """H70##儿童 &*岁时#膳食纤维摄入量应该

达到成人水平!!" .!* +91"

(&&)

% 疫情期间#儿童

青少年 & 型糖尿病患者长时间居家隔离#加之家

中零食&水果等储备充足#难免会过多地摄入食

物#导致体质量增加和血糖波动% 家长应通过计

算一日正餐和零食中的碳水化合物克数或食物份

数大小#将食物摄入量与血糖水平或注射胰岛素

剂量建立联系#达到控制血糖#又增加食物选择性

的目的(&!)

%

$$!%血糖监测

血糖监测是评估儿童青少年 & 型糖尿病患儿

血糖情况的重要指标#是了解胰岛素剂量&饮食&

运动是否匹配的重要措施% 目前常用方法是指尖

血自我血糖监测 !I6JK"和持续葡萄糖监测

!3K6"% 疫情期间需每天多次测血糖#尤其是餐

后血糖% 由于餐后高血糖可以参与糖尿病并发症

的进展#增加大血管&微血管病变(&$)

#因此除了监

测三餐前后-睡前或!和"凌晨外#出现低血糖症

状&进食量多或进食高升糖指数!K-"食物&多次

进食时也应随时监测#并做好记录% 3K6可以了

解患儿 !) 4 的总体血糖情况#获得平均血糖&低

血糖及高血糖所占时间比&目标血糖占比时间

!2-B"等指标#对降低儿童青少年 & 型糖尿病患

儿低血糖发生频率有重要意义(&))

% 疫情期间采

用3K6监测的同时还需多次监测指尖血糖进行

校准#且每 &) 1 更换 & 次探头#在低血糖或者血

糖下降速度较快时应监测指尖血糖作为对比#以

及时准确的了解血糖波动% 监测血糖时#应加强

手卫生和手消毒#若因疫情原因致酒精储备不足#

可采用肥皂加流动水行七步洗手法洗手#测指血

时应注意手指要充分待干后再采血%

$$$%运动疗法

运动治疗不仅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改

善血糖控制#也有利于舒缓心情#促进心理健康%

疫情期间#患儿活动范围减少#活动场所受限#患

儿缺乏锻炼#易导致血糖偏高#且心情压抑% 家长

可因地制宜地在家中与其进行互动游戏和亲子运

动%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其居家活动的需求可能不

一样% 研究(&*)显示#" .$ 岁婴幼儿练习抬头&翻

身&坐&爬&站立等'& .$ 岁幼儿推荐进行如绕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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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跑圈圈&追泡泡&小兔蹦蹦跳&接球游戏&韵律

操&串珠子&搭积木等活动'$ .# 岁学龄前儿童推

荐做家务活动&整理玩具&障碍跑&抓人游戏&徒手

操&金鸡独立&过独木桥&前滚翻&滚南瓜&小动物

爬行&折纸&搭积木等'年龄偏大的儿童可以做哑

铃&俯卧撑&舞蹈等有氧运动% 同时#不同年龄段

的患儿其运动的时间也是不同的% & .# 岁幼儿

每天身体累计的活动总时间可达到 &+" ?)*#其

中#中等强度的运动时间需达到 #" ?)*% 儿童青

少年 & 型糖尿病患儿可每餐后 & 4 在家中运动#

不建议久坐不动#每隔 & .! 4 可做深蹲&原地踏

步等% 运动过程中注意运动时间&强度以及血糖

变化#当血糖水平偏高! /&) ??"#9L"时禁止运

动(&#)

#日常做好运动记录#分析血糖波动情况#建

立合理运动模式%

$"小结

儿童青少年 & 型糖尿病患儿由于疾病因素&

儿童自身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全易导致抵抗力下

降#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种重大突发性公共

卫生事件时#属于易感染高风险人群#且疫情的蔓

延还会对患儿心理造成影响% 因此#儿童青少年 &

型糖尿病患儿在疫情期间做好血糖管理和心理调

整至关重要% 本文总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针对儿童青少年 & 型糖尿病患儿的健康

教育&情感支持&饮食指导&血糖监测以及运动干预

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以期为进一步完善儿童青少年

&型糖尿病患儿血糖控制措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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