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卫生管理奖、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奖、青

年科技奖申报项目： 

1.申报奖种: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奖 

2.项目名称:《糖尿病自我管理技巧》-糖尿病自我管理指导网络经验总结

推广 

3.推荐单位或推荐科学家: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4.推荐意见： 

本书以精美的插图搭配通俗易懂文字对糖尿病患者进行教育，以图示形式

解释说明糖尿病日常治疗中各种常见的问题，全面、系统地对糖尿病自我管理

技巧进行阐述与讲解。讲解由浅入深，使用大量实例，充满趣味，可读性强。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不仅能掌握糖尿病疾病知识、提高糖尿病自我管理能力，

还能更加直观的将技能在生活中的应用，并且当自己在日常 生活中遇到类似情

形时，可以从容应对，巧妙化解，非常新颖实用。故推荐申报。 

5.项目简介: 

糖尿病的预防与治疗在中国已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开展糖

尿病患者健康教育，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有效选择。但我国糖尿病患者对

糖尿病的相关知识知晓率低, 九成以上都存在饮食控制不合理、不运动、用药

不够等问题。而该项目设计初期中国糖尿病教育管理处于起步阶段，教育团队

不健全、教育内容不系统、教育管理方式单一、无信息技术支持，主要是大医

院开展糖尿病教育，社区糖尿病教育管理水平低、能力差，与上级医院缺乏联

系；且患者普遍反映大多数糖尿病教育相关科普书籍实用性不足，。鉴于以上状

况课题组建立基于糖尿病自我管理学校的糖尿病自我管理指导网络，应用现代

信息技术将糖尿病病人进行医院-社区一体化管理，同期，总结十余年糖尿病自

我管理学校积累的教育经验组织编写了《糖尿病自我管理技巧》， 编写组总结

了十余年糖尿病自我管理学校长期积累的教育经验编写此书，该书采用大量的

彩图代替文字描述，力求专业性和实用性并举，通俗易懂，成为糖尿病患者和

各级糖尿病教育人员的参考教材，指导患者和糖尿病教育者更加规范、科学地

运用指南，结合个体化需求，选择合适时机，量化确定自我管理的内容、目标、



预期效果，制订实施计划，确定复诊时间，以糖尿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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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成人情况，包括姓名、排名、职称、行政职务、工作单位、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的贡献. 

孙子林,第一完成人，主任医师、教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014 年

被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评为“江苏省首席科技传播专家”。支援边疆建设，对口

支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院和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被授予“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天山学者讲座教授”的荣誉称号，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指导大

学生参与创新项目，获得“第 13 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学术竞赛特

等奖”。带领科室医护人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探索新的诊疗技术和方法。科室

获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和兴卫工程创新团队，个人也被评为江苏省医学领军人

才。在本项目中负责主持编写和宣传推广工作。 

金晖,第二完成人，主任医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曾获省科技进步三

等奖 2 项，教育部课题完成奖 1 项，江苏省卫生厅新技术引进奖 3 项。2018 年

被评为全国“优秀住培基地主任”。在本项目中，作为书籍的副主编，认真撰写

并积极推广书中理念及知识，为广大基层医护人员及病患提供指导及帮扶；立

足基层需求，全力扶持基层内分泌特色科室建设，培养基层糖尿病骨干人才，

创新试点，医教融合，打造基层糖尿病综合防治点，通过以点带面、推广复制，

不断增进糖尿病防治工作同质化水平；开展“乡镇糖医培训计划” 和推广“乡

镇医生糖尿病规范诊疗培训示范点”，通过搭建省级三甲医院—县级医院—乡镇

医院互动交流学习的平台，学员得到为期 6 天的专家授课、教学查房、病案讨

论等课程，通过考试的学员获得由江苏省医学会颁发的“乡镇糖医培训”合格

证书，部分优秀学员到三级医院进行为期 3—6 个月短期进修，考核合格获得江

苏省医学会颁发的“乡镇糖尿病专家”证书。至今共培养了近千名糖尿病乡医，

有效推动了部分社区乡镇的糖尿病区域内的规范管理。 

鞠昌萍,第三完成人，主任护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1 日参与《糖尿病自我管理技巧》编写及稿件收集整理。

自 2008 年 3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1 日负责糖尿病保健操的录制，并将该操

在病房、社区及学习班上推广，得到普遍好评。自 2007 年至 2010 年，在中国



糖尿病杂志、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护士进修杂志、中国实用护理杂志发表该

研究相关论文共 4 篇。 

韩晶,第四完成人，护师、护士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参加项目设计、

讨论、决策，参加了本材料的书写、稿件收集整理、校对等工作，并参加了本

资料的知识宣传、传播。 

刘莉莉,第五完成人，主治医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研究方向为内脏

疾病康复，拥有良好的糖尿病运动康复临床技能及其相关理论研究背景。参与

标书的设计撰写、参与糖尿病自我管理指导网络的病人教育管理及相关数据收

集以及《糖尿病自我管理技巧》稿件收集整理。对 980 例 2 型 DM 住院患者

随机分为自我管理教育组和常规糖尿病教育组，管理组接受包括运动在内的全

面自我管理教育和随访。 

9.完成单位情况，包括单位名称、排名，对本项目的贡献: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