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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共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与时间洞察力的关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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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糖尿病共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与时间洞察力的关系，为提高糖尿病共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能力提

供依据。方法 选择 2021年在上海市闵行区慢性病健康管理系统登记、规范随访、居住地为梅陇镇的糖尿病共病患

者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信息和糖尿病家族史等资料；采用津巴多时间洞察力量表评估时间洞察力，

采用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评估自我管理行为。采用多因素有序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自我管理行为与时间洞察力

的关联。结果 调查糖尿病共病患者 907例，其中男性 472例，占 52.04%；女性 435例，占 47.96%。年龄≥65岁 652
例，占 71.89%。时间洞察力为未来取向型 280 例，占 30.87%；平衡型 236 例，占 26.02%；冲动寻求型 162 例，占

17.86%；宿命型 123例，占 13.56%；消极型 106例，占 11.69%。自我管理行为良好 46例，占 5.07%；中等 643例，占

70.89%；差218例，占24.04%。多因素有序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

状况、个人月收入和糖尿病家族史后，时间洞察力为未来取向型的糖尿病共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较好（OR=1.874，
95%CI：1.204~2.915）。结论 糖尿病共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能力中等偏差，时间洞察力为未来取向型的患者可较好地

进行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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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management behaviors and time perspective among
patients with comorbid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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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management behaviors and time perspective among pa⁃
tients with comorbid diabetes, so as to provide the evidence for improving self-management behaviors among patients
with comorbid diabetes. Methods The patients with comorbid diabetes who were registered in the chronic disease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of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Municipality in 2021, followed up regularly, and lived in
Meilong Town were recruite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of diabete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
naire surveys. Time perspective and self-management behavior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Zimbardo Time Perspective In⁃
ventory and Diabetes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Scale, respectiv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management behav⁃
iors and time perspective was analyzed using a multivariable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907 patients with comorbid diabetes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472 males (52.04%) and 435 females (47.96%). There
were 652 cases aged 65 years and above, accounting for 71.89%. In terms of the types of time perspective, 280 pa⁃
tients were future-oriented (30.87%), 236 were balanced (26.02%), 162 were sensation-seeking (17.86%), 123 were fa⁃
talistic (13.56%), and 106 were negative (11.69%). In terms of the self-management behaviors, 46 patients were good
(5.07%), 643 were moderate (70.89%), and 218 were poor (24.04%). Multivariable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fter adjusting for age, gender, educational level, marital status, occupation status, monthly incom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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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history of diabetes, the patients with comorbid diabetes who had a future-oriented time perspective had better
self-management behaviors (OR=1.874, 95%CI: 1.204-2.915). Conclusion The self-management behaviors among pa⁃
tients with comorbid diabetes are moderate to poor, and patients with a future-oriented time perspective can better en⁃
gage in self-management behaviors.
Keywords: diabetes; comorbidity;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time perspective

自我管理行为是指患者通过饮食、运动、服药和

监测等行为促进自身健康，监控和管理疾病的健康行

为，是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关键［1-3］，但糖尿病共病患

者的自我管理行为处于较低水平［4］。时间洞察力是

指个体对于时间的认知、体验和行动（或行动倾向）

的一种人格特质［5］，是行为的动机因素，对时间的

态度及对过去和未来的认知可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

研究发现，患者自我管理的依从性与时间洞察力有

关［6］，对未来认知清晰且执行力强的患者有更好的

服药依从性，更能获取长期的健康效益。本研究调查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糖尿病共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

进一步分析患者自我管理行为与时间洞察力的关联，

为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行为能力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21 年在闵行区慢性病健康管理系统登

记、规范随访、居住地为梅陇镇的糖尿病共病患者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除糖尿病外还患有 1 种及

以上其他慢性病。排除有严重精神疾病，无法进行

问卷调查的患者。本研究通过闵行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查（EC-2023-009）。研究对象均

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一般情况调查

收集糖尿病共病患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职业、个人月收入和糖尿病家族史等

资料。

1.2.2 时间洞察力评估

采用津巴多时间洞察力量表［7］评估时间洞察力。

该量表包括过去积极（对过去的怀念、期待、向往的

倾向性大小）、过去消极（对过去的否定、厌恶等消

极态度的强弱）、现在冲动（倾向于寻求当下兴奋刺

激和即时快乐的水平）、现在宿命（对当下事件听天

由命的程度）和未来（衡量是否着眼于未来的某些目

标并为此做出计划） 5 个维度，15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各条目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

符合”分别计 1~5 分，总分 15~75 分。采用系统聚

类方法［8］将时间洞察力分为 5 种类型：（1）消极，

以高过去消极维度，低过去积极和未来维度，中等现

在宿命和现在冲动维度为特点；（2）宿命，以高过去

消极和现在宿命维度，中等过去积极、现在冲动和未

来维度为特点；（3）冲动寻求，以高现在冲动维度，

低未来维度，中等过去消极、过去积极和现在宿命维

度为特点；（4）平衡，以高过去积极和未来维度，中

等过去消极、现在宿命和现在冲动维度为特点；（5）
未来取向，以高未来维度，低过去消极、现在宿命和

现在冲动维度，中等过去积极维度为特点。

1.2.3 自我管理行为评估

采用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9］评估自我管理

行为。该量表包括饮食管理、血糖监测、运动管理和

用药管理 4 个维度，8 个条目。按过去 1 个月内平

均每周各个自我管理行为完成的天数分别计 0~7 分，

若单个维度≥2 个条目，则计算该维度平均分；各维

度平均分之和为自我管理行为总分，范围 0~28 分。

自我管理行为（%） = （总分/28） ×100%，>80% 为

良好，40%~80% 为中等，<40% 为差［10］。

1.3 质量控制

由经过培训的社区家庭医生开展现场调查。核对

问卷中自我管理行为选项与闵行区慢性病健康管理系

统登记的 2 年随访记录，不匹配的问卷以最终电话

核实结果为准。问卷信息缺失 2 题及以上视为无效

问卷。

1.4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 3.0 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
23.0 软件统计分析。定量资料不服从正态分布的

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M（QR）］描述。定

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自我管理行为两组间比

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采用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

归模型分析自我管理行为与时间洞察力的关联。检验

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调查糖尿病共病患者 907 例，其中男性 472 例，

占 52.04%；女性 435 例，占 47.96%。≥65 岁 652
例，占 71.89%。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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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61.19%。已婚 834 例，占 91.95%。无职业 811
例，占 89.42%。个人月收入≥5 000 元 314 例，占

34.62%。

2.2 时间洞察力类型和自我管理行为分析

时间洞察力类型为未来取向型 280 例，占

30.87%；平衡型 236 例，占 26.02%；冲动寻求型

162 例，占 17.86%；宿命型 123 例，占 13.56%；消

极型 106 例，占 11.69%。

自我管理行为总分 M（QR）为 16.17（4.46）分；

良好 46 例，占 5.07%；中等 643 例，占 70.89%；

差 218 例，占 24.04%。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无职

业、月收入≤3 000 元、有糖尿病家族史和时间洞察

力为消极型的糖尿病共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较差（均

P<0.05）。见表 1。

表 1 不同特征的糖尿病共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比较［n（%）］

Table 1 Comparison of self-management behaviors among different patients with comorbid diabetes [n (%)]
项目

年龄/岁
<65
≥65

性别

男

女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离异/丧偶

职业状况

有

无

个人月收入/元
≤3 000
>3 000~<5 000
≥5 000

糖尿病家族史

有

无

时间洞察力

未来取向

平衡

冲动寻求

宿命

消极

调查人数

255（28.11）
652（71.89）

472（52.04）
435（47.96）

555（61.19）
263（29.00）
89 （9.81）

834（91.95）
73 （8.05）

96（10.58）
811（89.42）

86 （9.48）
507（55.90）
314（34.62）

376（41.46）
531（58.54）

280（30.87）
236（26.02）
162（17.86）
123（13.56）
106（11.69）

自我管理行为

良好

12（4.71）
34（5.21）

23（4.87）
23（5.29）

25（4.50）
13（4.91）
8（8.99）

43（5.16）
3（4.11）

5（5.06）
41（5.21）

3（3.49）
25（4.93）
18（5.73）

19（5.05）
27（5.08）

16（5.71）
15（6.36）
4（2.47）
7（5.69）
4（3.77）

中等

193（75.69）
450（69.02）

330（69.92）
313（71.95）

382（68.83）
197（74.90）
64（71.90）

594（71.22）
49（67.12）

51（73.00）
592（53.13）

44（51.16）
366（72.19）
233（74.20）

250（66.49）
393（74.01）

216（77.14）
168（71.19）
115（70.99）
80（65.04）
64（60.38）

差

50（19.61）
168（25.77）

119（25.21）
99（22.76）

148（26.67）
53（20.15）
17（19.10）

197（23.62）
21（28.77）

40（21.95）
178（41.67）

39（45.35）
116（22.88）
63（20.06）

107（28.46）
111（20.90）

48（17.14）
53（22.46）
43（26.54）
36（29.27）
38（35.85）

Z/H值

2.601①

0.753①

6.362

1.031①

14.136①

21.762

5.422①

17.431

P值

0.107

0.386

0.042

0.310

<0.001

<0.001

0.020

0.002

注：①为Z值，同列其他项为H值。

2.3 自我管理行为与时间洞察力的关联

以自我管理行为（1=差，2=中等，3=良好）为

因变量，时间洞察力为自变量做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调整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职业状况、个人月收入和糖尿病家族史后，糖尿病共

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与时间洞察力存在统计学关联，

其中未来取向型糖尿病共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能力较

好。见表 2。
3 讨 论

本研究调查了 907 例糖尿病共病患者，以≥65
岁、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无职业为主，基本符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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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糖尿病共病患者特征［11］。自我管理行为差和中等

分别占 24.04% 和 70.89%，提示糖尿病共病患者的

自我管理行为处于中等偏差水平，与既往研究结

果［10，12］相近，应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加强健康教

育，提高自我管理行为能力。

本研究中糖尿病共病患者的时间洞察力以未来取

向型和平衡型为主，与一项在大学生中的调查结

果［9］不同，可能与本研究对象以老年人为主有关。

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未来取向型

的糖尿病共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较好。研究表明，具

有未来取向型时间洞察力的患者可能具有更强的自制

能力和行为控制意向，能够更好地规划和实施自我管

理［13］。一项针对新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显示，

未来洞察力与健康饮食控制呈显著的正相关［14］。未

来取向型的患者有更强的行为自控能力去改变饮食习

惯，有较好的自我管理行为［15］。时间决策模型理论

指出，侧重未来洞察力的人会采取更理性的决策，对

风险感知力更强，更偏好未来获得较大收益［16］。因

此，时间视角是自我管理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在糖

尿病共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计划或健康教育工作中，

包含面向未来的时间视角可能有利于提升患者的自我

管理行为能力。

自我管理行为是发生在当下的决策，而收益却在

未来，涉及个体在权衡当下时间点价值成本和未来收

益后做出的选择，即跨期决策［17］。国外对跨期决策

在健康领域的应用研究已较为深入，我国也在探索适

用于健康领域的跨期决策模型和研究范式［18］。在糖

尿病共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计划中，通过增加对未来生

活的积极和美好体验，促进内在动力形成，提升自我

管理行为水平，从而改善健康状况。因此今后的健康

教育和管理计划应更加注重培养患者的未来取向型时

间洞察力，以增强其自我管理行为的持续性和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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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糖尿病共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与时间洞察力关联的

多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variable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management behaviors and time

perspective among patients with comorbid diabetes
时间洞察力

冲动寻求

未来取向

平衡

宿命

消极

模型1
OR值（95%CI）

1.000
1.740（1.134~2.667）
1.383（0.895~2.136）
0.987（0.599~1.626）
0.704（0.423~1.171）

P值

0.011
0.145
0.959
0.177

模型2
OR值（95%CI）

1.000
1.874（1.204~2.915）
1.499（0.957~2.349）
1.125（0.674~1.881）
1.007（0.587~1.730）

P值

0.005
0.077
0.652
0.978

注：模型1未调整混杂因素；模型2调整年龄、性别、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职业状况、个人月收入和糖尿病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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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论文质量，繁荣学术交流，经本刊编辑部初评、专家复评，结合论文被引频次、下载次数等计量指

标评选产生 2024 年度优秀论文 1 篇、创新奖论文 10 篇。向获奖论文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再接再厉，创

作出更多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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