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尿病是香港主要慢性疾病之一，根據香港
糖尿聯會統計，全港現時有近七十多萬名糖尿病
患者。

而一說到糖尿病，第一時間聯想到的是糖
尿腳、糖尿上眼等併發症，但原來抑鬱症等情
緒問題亦與糖尿患者有密切關係，今期養和醫
院糖尿病科護士為我們深入探討這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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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患者
糖尿病是一種慢性疾病，可為分一型和二型

糖尿，養和醫院糖尿病科護士文孝慧解釋不論是一
型或二型的患者，心理上都會承受不同程度的壓力，

情緒有機會受影響。她說：「據統計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的糖尿患者同時患有抑鬱症狀，主要原因是慢性疾病的護理

是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無休止，再加上面對家人、人際關係、社
會等外在因素，對患者造成巨大的心理負擔和壓力。其次是糖尿

病會影響患者的皮質醇產生變化，研究顯示，若體內皮質醇水平提
高，也有機會導致抑鬱症。

雖然研究顯示近三分一的糖尿患者出現
抑鬱等心理上的困擾，但真正能夠面對，尋

求醫治的只佔極少數，特別是在香港這華人
為主的地區，一般較少坦白向他人說出情緒問

題，令心理的治療往往較易被忽略。」

一型的糖尿病人是受先天遺傳影響，導致胰臟無法分泌或只能分泌極少胰
島素。這類患者主要自幼兒或青少年時期開始發病，他們一生需要與糖尿病
共同生活，容易在社交、成長過程中出現心理障礙，文孝慧說：「有些一型
糖尿患者到約二十歲時突然胰臟無法正常分泌胰島素，忽然成為糖尿患者，
打亂了他們整個人生計劃，好像是生活習慣改變，每天要『篤手指』驗血
糖、打針，連和社交圈子都會受影響。譬如上班上學時，他們會擔心血糖
過低影響表現，或是怕尷尬或朋友注視目光，而選擇不打針，令血糖不能
受控，糖尿症狀更惡化。嚴重的甚至會自我社交孤立不面對社會外界，

或是受到他人排斥，成為抑鬱問題的誘發原因。

二型糖尿患者一般都是年紀較長的人士，通常因為
不良飲食習慣或肥胖而致病，他們亦較常會出現如心

臟問題、眼底病變、腳部損傷等併發病。但是患者很
多時候不與家人和朋友坦白說出病情，以免被家人
罵、埋怨，或是害怕其他人帶有色眼鏡看待，最終
令病情惡化，心結亦得不到適當的開解。」

兩至三成患者抑鬱

一型二型  各有壓力

▲

有些糖尿患者每天需要注射胰島素，
造成他們學習或上班時的心理壓力。

對於糖尿病人，社會大多
關注病情和表面徵狀，情
緒健康往往被忽略。

▲篤手指是糖尿患
者的指定動作，但
若在他人面前進行
又怕尷尬。

▲

二型糖尿病人大多都與肥
胖有關，但他們不願坦白說
出病情，以免被家人責備。

養和醫院糖尿病科護士
文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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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二型患者外，文孝慧指出亦建議要多加留意妊娠糖
尿患者的情緒，她表示：「一般孕婦到懷孕二十四至二十八周便會接
受血糖測試，若結果血糖水平未達標，醫生有機會會轉介孕婦由糖尿護士
跟進。很多的孕婦一聽到糖尿檢查已經緊張起來，但其實因為懷孕時荷爾蒙影
響母體的胰島素水平十分正常，單單檢查血糖高低便不代表一切，必須經過詳細測
試才能作準。

糖尿護士會教導孕婦正確的妊娠糖尿知識，例如妊娠糖尿病是短暫性的並非永久、
嬰兒不會有遺傳糖尿病，但較正常嬰兒高三倍機會肥胖，孕婦日後亦有高百分之五十機率
患上二型糖尿。然而最主要是正面教育，告訴她們透過健康的生活、運動是能夠避免出現上
述的情況，以能消除孕婦的憂慮。」

糖尿病作為一種慢性疾病，其實除了接受適當治療以外，患者家人和朋友給
予的支持亦同樣重要，文孝慧指出：「有時候家人只給予患者壓力，例如以吩
咐的口吻督促患者打針食藥，為患者帶來更多的負面情緒，亦令到部分的患者
隱瞞病情，結果令病情更嚴重。家人應以正面態度支持患者，亦可以與他一同
覆診，了解更多有相患者的病情。

朋友的角色亦同樣，很多時候健康的社交有助患者思想走向正面，脫離抑
鬱。假若知道朋友每天要打針、篤手指，在飲食方面可提點患者，也可以定期問
他的近況，譬如血糖情況如何、有沒有準時打針等等，讓患者感覺到有人關心
他。」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亦提出慢性疾病患者的生活要有
「SME」，即是分享(Sharing)、正面心態(Mind)和享受
(En joyment)，強調注意患者的心理健康(menta l 
health)。糖尿患者可多外出做運動，因為除
了有助控制血糖，亦是有助於心理上
的感情紓發，建立良好社交
環境。

妊娠糖尿  正面教育

家人關心  健康社交

健康的社會生
活能夠幫助糖尿病
人建立正面思想，
同時多做運動亦有
助控制血糖。

養和醫院為關
注糖尿病人的社交
和心理健康，成立
了養和樂胰會，舉
辦多次活動。

▲ 懷孕時荷爾蒙會影響母體的
胰島素水平，所以必須要作詳
盡的妊娠糖尿檢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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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朋友可以在
日常飲食方面提醒糖
尿病患者，注意避免
血糖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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