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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护理干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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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妊娠期糖尿病"I$Q#属高危妊娠%其发病与胰岛素抵抗"MT#和胰岛 -细胞分泌功能障碍有
关%目前胰岛素治疗是药物控制I$Q糖代谢紊乱的最佳选择& 近年来%围产医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糖尿病
孕妇护理干预研究%对有效控制血糖%确保妊娠期母婴并发症有积极意义& 本文就护理干预研究进展作一
综述&
’’"关键词#’糖尿病$’妊娠$’护理干预
’’"中图分类号#’T/0*S02+ T/0*S1’"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2-0/ 4*,+-$.+2+%+, 4+033 4+*
’’U(9&2+)*3-3V?)9WW=)2-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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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WK8K9(=8:U98Y@K@W7@::9K<W%I$Q#是指妊
娠期发生或首次发现的不同程度的糖代谢异常%包括一部分
妊娠前已患糖尿病但未曾诊断仅在此次妊娠期间被发现的

糖尿病患者& I$Q在妊娠妇女中的发生率约为 2L ]
2/L(2) %我国I$Q的发生率为 2S*2L ]*S01L(.) & I$Q对
母儿均有很大危害%属高危妊娠%易并发妊高症%羊水过多%
巨大儿%胎儿畸形%胎儿宫内窘迫等%是目前产科研究的热点
和重点& 现就近年来I$Q的护理干预研究作一综述&

D;发病原因

有关胰岛素抵抗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推测可能与

. 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有类似之处(*) & 它由多种因素作用
引起%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细胞分泌降低是胰岛素抵抗发病
机制的重要环节(/) & 胰岛素抵抗是 I$Q的主要病理特征%
它在I$Q的发生发展中起关键作用& 近年研究发现 I$Q
的发生除与胰岛素分泌及功能异常有关外%遗传易感性’炎
症因子’氧化应激’吸烟史’脂肪细胞因子’不良孕产史和孕
妇体重’年龄等危险因素也参与了I$Q的发病&

F;护理干预研究进展

FED;健康指导;健康教育是妊娠糖尿病治疗的重要组成部
分%贯穿于整个孕期始终%饮食疗法’血糖监测’运动疗法都

*330*’’中国临床新医学’.+2+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是通过健康教育来实施& 近年来%随着围产医学的发展’医
学模式的转变%护士越来越成为承担起健康教育工作的主
体%并注重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她们积极参与到疾病
的治疗护理过程中& 产科工作人员在I$Q孕妇健康教育内
容’方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和研究& 李明子等(1)研究结

果显示糖尿病干预组相关知识和疾病控制行为’餐后 . ; 血
糖者有了显著改善%妊高症和巨大儿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
组%新生儿一分钟&X>8N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胡翠月等(-)

研究表明持续关爱式健康教育模式%给予主动’持续’集宣教
与心理护理一体的健康教育%可有效改善孕妇焦虑’抑郁症
状& 李正敏等(0)研究显示实施健康教育提高了孕妇对疾病

的认识程度%对妊娠结局有明显改善%血糖控制较前明显改
变%尤其是晚餐后血糖差异显著& 贾云(,)研究报道%干预组
教育后孕妇的糖尿病相关知识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如糖尿
病的治疗方法’食物选择’血糖的监测等掌握得较好%孕期血
糖控制较为理想%其妊娠结局中孕产妇围产期并发症及围产
儿的并发症显著低于对照组& 说明健康教育使孕妇提高了
对I$Q的了解%并能指导其整个孕期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合理饮食’适当运动%以便于正确理解和维持正常血糖& 因
此%有了良好的妊娠结局%可保证母婴健康%并对孕产妇及新
生儿具有远期的指导意义&
FEF;饮食护理干预;近年来%有些研究已经显示孕前和孕
期的饮食摄入情况与 I$Q的发病有一定的关系& G8:U8=8
等(3)发现孕妇摄入脂肪较多有可能增加 I$Q的发病风险&
国内周莉等(2+)的研究也发现高热量’高脂肪的不合理膳食
是I$Q发生的影响因素& 文献报道%孕妇合理的饮食干预%
不仅可以将孕期体重增长控制在较为理想的范围%使血糖维
持在正常水平或接近正常水平%并保证孕妇的生理需要和胎
儿正常生长发育的需要%还能提高靶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
度%增强与胰岛素的结合力(22) & 在饮食指导的实施过程中%
根据孕妇的个体差异给予具体指导%使孕妇及其家属懂得并
学会食品交换法%促进孕妇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合理
的饮食结构%以利于血糖控制& 每天进食的蛋白质’脂肪’碳
水化合物量%按每日 21+ \gV\>控制总热量%妊娠中晚期每周
热能摄入增加 *L ],L$每日碳水化合物占总量的 /+L ]
1+L%蛋白质占 2.L ].+L%脂肪占 *+L ]*1L$适量补充维
生素’钙及铁剂%适当限制食盐的摄入量& 少量多餐%每日 1
]- 餐%早餐约占全天总热量的 2+L%午餐及晚餐约占全天
总热量的 *+L%其余在上午’下午及睡前加餐%每周身体重量
增长 *1+ ]/++ >为宜%不超过 1++ >(2.) & 罗红敏(2.)对 1- 例
妊娠糖尿病患者%进行营养指导后血糖水平明显低于非指导
组%且营养指导后血糖水平低于指导前& 何纬(2*)研究报道%
对 /* 例妊娠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按糖尿病饮食结构进行合
理安排%标准化管理%并与同期内未作饮食管理的 /2 例对
照& 结果观察组较对照组母婴合并症减少%血糖异常率减
少%正常分娩率提高& 认为合理饮食对 I$Q有良好的保健
作用%在保证母婴健康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蔡晓凤等(2/)报

道%进行个体化饮食治疗能改善I$Q患者的血糖异常率’减

少母婴合并症’提高正常分娩率& 张殷等(21)对 21 例妊娠合
并糖尿病患者给予正确营养指导及饮食控制%限制碳水化合
物摄入’少量多餐’富含纤维素’各种维生素及微量元素%适
当的治疗与护理%使产妇能顺利地完成了妊娠’分娩过程%母
子平安%未出现并发症&
FEG;行为干预;帮助孕妇建立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生活
起居有序%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澡’勤换衣%多饮开水%有利于
提高妊娠质量%降低并发症%保障母婴健康& 指导患者根据
妊娠不同阶段到户外参加有氧运动%适当的运动可降低
I$Q患者的血糖%提高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并保证体重增加
不至过高%有利于糖尿病的控制和正常分娩& 屠霞芬等(2-)

观察 12 例孕妇运动治疗前后血糖变化情况发现%在没有使
用胰岛素的情况下孕妇空腹血糖’餐后 2 ;’餐后 . ; 血糖显
著降低%达到控制范围%总有效率为 ,+L& 认为安全有效的
运动疗法对部分妊娠糖尿病患者可以免除胰岛素治疗& 运
动方式可选择极轻度和中度运动%持续 .+ ]/+ 79=%每日至
少一次%于餐后 2 ;进行%在运动中监测胎心及有无宫缩(20) &
注意适当掌握运动的时间’强度以及个体化及安全性%避免
在空腹或胰岛素剂量过大的情况下运动%不宜做剧烈运动%
宜选择舒缓’有节奏’较安全的运动项目%最适宜的运动方式
为散步和孕妇操等& 运动量的适宜标准是运动后有微汗’轻
松’食欲’睡眠良好%虽感乏力’肌肉酸痛%但休息后消失&
FEH;心理护理干预;很多研究表明%I$Q的孕妇多数都存
在不良心理状态%表现为紧张’焦虑不安’恐惧%担心预后及
对胎儿的影响& 孙江川等(2,)和梁海英(23)调查发现 I$Q孕
妇焦虑’抑郁发生率均较高%焦虑分值明显高于对照组%I$Q
患者心理状态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依次为缺乏糖尿病相关

知识’担心母婴健康’控制饮食感到困难’血糖监测麻烦且痛
苦’注射胰岛素感到恐惧不安’治疗费用高’时间长等& I$Q
患者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可引起血糖增高%从而加重病
情(.+) & 因此%进行心理干预有利于提高患者对 I$Q的正确
认识%增强患者的信心%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 一般给
予心理疏导%针对孕妇目前的心理状态%科学认真地分析及
解释%给予安静’舒适的环境%另外给家庭支持疗法%使孕妇
得到系统支持%从而帮助孕妇缓解或减轻甚至消除焦虑及抑
郁症状& 轩玉玲(.2)报道 .- 例I$Q孕妇通过心理疏导后均
有良好的依从性& 盛梅(..)也报道了 .. 例患者通过心理护
理%基本消除各种心理障碍%能遵医嘱定期产前检查%积极配
合各项检查’治疗&
FEI;胰岛素治疗的护理;胰岛素治疗是药物控制 I$Q糖
代糖紊乱的最佳选择%当控制饮食和加强锻炼后血糖控制仍
不理想%I$Q&. 级时%必须加用胰岛素治疗来控制血糖&
一般选用短效和中效胰岛素%超短效的胰岛素类似物因其作
用快%控制餐后血糖效果佳(.*) & 护理人员要教会患者或家
属掌握胰岛素的类型’剂量’注射时间’注射部位及掌握胰岛
素的注射技术%采用正确的注射方法等%一般餐前 21 ]*+
79=注射%注射后按时进餐%以免发生低血糖反应& 注射胰岛
素优先选择最佳的部位是腹部%在距肚脐 * ]1 C7两侧的一

*++,* H;9=@W@g(<N=8:(Z%@FH:9=9C8:Q@U9C9=@%&<><WK.+2+%#(:<7@*%%<7Y@N,’’



个手掌的距离内注射%大腿较适合进行自我注射%位于大腿
的前面或外侧面%手臂外 2V/ 处和臀部也可进行注射& 避免
在运动部位上注射胰岛素%防止吸收过快造成低血糖& 并注
意注射部位的轮换%避免 . 周内在同一注射点注射 . 次(./) %
以免发生该部位皮下脂肪增生而产生硬结和脂肪肉瘤%注射
部位的轮换包括不同注射部位间的轮换和同一注射部位内

的区域轮换& 注意观察注射部位有无瘙痒和荨麻疹等胰岛
素过敏症状%发生过敏按医嘱更换剂型%使用抗组胺药物治
疗& 如患者出现心慌’手颤’出汗’饥饿感’全身乏力等情况%
要考虑低血糖的发生%应立即让患者平卧%给予糖水’饼干等
甜品或 1+L葡萄糖 .+ ]/+ 7:静脉推注%予以纠正&
FEU;血糖监测和尿糖定性测定;I$Q孕妇血糖水平的高
低与孕妇胎儿的并发症成正相关%而及时正确评估血糖水
平%为控制血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整个妊娠期间应密切
监护孕妇血糖%有效控制血糖并防止低血糖发生& I$Q孕
妇较理想的血糖控制水平为空腹 *S* ]1S- 77(:V_$餐前 *S*
]1S, 77(:V_$餐后 . ; /S/ ]-S0 77(:V_& 在孕妇不感到饥
饿的情况下测定孕妇 ./ ;血糖%血糖监测次数应根据病情而
定%血糖不稳定或接受胰岛素治疗初期%应每日多次监测血
糖包括空腹%三餐前 *+ 79=%三餐后 . ;%睡前及凌晨 . 点以
明确血糖变化%指导用药& 病情稳定后%可每日空腹及中餐
后 . ;监测血糖%或每周测几次血糖即可%需长期监测血糖的
患者%可以教会患者血糖监测%给予演示血糖仪的使用方
法(.1) & 正确指导孕妇掌握检查尿糖的方法并作好记录%一
旦发现血糖不正常%应及时就诊&
FEX;胎儿监测;I$Q患者易发生胎儿窘迫%严重时可导致
胎死宫内& 因此%应定期产前检查%密切观察胎心音和胎动
情况& 胎儿监测可通过宫高’腹围测量’"超检查’胎心监测
等%了解胎儿宫内生长发育情况%指导孕妇自数胎动& 自妊
娠 ., 周以后%教会孕妇饭后取左侧卧位数胎动%观测胎动%
每日选择固定时间%早’中’晚各 2 次%2 ;V次%胎动总和乘以
/ 即 2. ;胎动& 胎动正常值为 *+ 次左右%低于 .+ 次或高于
/+ 次均属异常%表示胎儿宫内缺氧%应及时入院就诊(.-) & 妊
娠晚期每 . ]* U胎心监护 2 次%每 * ; 听胎心 2 次%及时发
现宫内状况%制订分娩方案&

护理干预对 I$Q患者的预后有着重要作用& 因此%孕
妇一旦确诊为妊娠糖尿病%应嘱其定期产前检查%做好心理
护理%指导自行血糖监测’饮食’适宜运动和必要的药物治
疗%防止出现低血糖反应’酮症酸中毒等的发生%预防感染’
监护胎儿%加强和完善妊娠糖尿病患者的孕期护理干预%对
有效控制血糖%确保不发生妊娠期母婴并发症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2’杨慧霞)进一步提高对妊娠合并糖尿病的研究水平(g))中华围产

医学杂志%.++1%,"1#!.,3 4.3+)

.’张’明%赵忠祯).++/ 年美国糖尿病学会妊娠期糖尿病处理建议

(g))国外医学妇产科学分册%.++/%*2"1#!**. 4**/)

*’徐先明)妊娠期糖尿病发病机制的研讨(g))实用糖尿病杂志%

.++0%*"2#!21 42-)

/’苏会璇%钟宇华)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机制(g))现代妇产科进展%

.++0%2-"3#!0+* 40+-)

1’李明子%郑修霞%纪立农%等)糖尿病教育在改善妊娠期糖耐量降

低孕妇妊娠结局中的作用(g))中华护理杂志%.++2%*-"/#!.1* 4

.1-)

-’胡翠月%陈帼恩%王’平%等)持续式关爱式健康教育对妊娠期糖

尿病孕妇心理支持度的研究(g))中国妇幼保健%.++1%.+"23#!

./1, 4./-+)

0’李正敏%白’静%孙静清)健康教育对妊娠期糖尿病的影响(g))护

士进修杂志%.++/%23"-#!1.0 41.3)

,’贾’云)妊娠糖尿病孕妇健康教育干预的效果(g))解放军护理杂

志%.++0%./"22"#!0 43)

3’G8:U8=8JQ%G9@>86T9D&Q%&U89N_G)5ZZ@CK(Z78CN(=<KN9@=K9=K8\@(=

(= K;@U@P@:(X7@=K(Z>:<C(W@9=K(:@N8=C@U<N9=>XN@>=8=CB(g))

&gH%%.++/%03"*#!/03 4/,-)

2+’周’莉%吴连方)北京郊区县孕妇膳食及体力活动对妊娠糖尿病

发生的影响(g))首都医科大学学报%.++1%.-"1#!-2- 4-23)

22’谢翠华%沈’洁%符霞军%等)动态血糖监测在中晚期糖尿病孕妇

中的应用及护理(g))当代护士%.++0%".#!*2)

2.’罗红敏)饮食控制在妊娠糖尿病中的作用(g))护理实践与研究%

.++,%1"/#!// 4/1)

2*’何’纬)合理饮食在控制妊娠糖尿病中的作用(g))医学信息%

.++0%.+"*#!/00 4/03)

2/’蔡晓凤%陆云凤%沈峰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个体化饮食治疗

(g))护理与康复%.++,%0"-#!/2- 4/2,)

21’张’殷%冯伟玲%朱绍芬%等)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指导及护

理(g))热带医学杂志%.++/%/"*#!**. 4***)

2-’屠霞芬%陈文华%郁嫣嫣)运动疗法对妊娠糖尿病的影响(g))中

国临床康复%.++*%0"2#!0. 40*)

20’李’智%乔文杰)瘦与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关系(g))中华妇产科

杂志%.++*%*,"-#!*0- 4*,-)

2,’孙江川%常淑芳%丁勇利%等)妊娠合并糖尿病患者心理健康状况

调查(g))重庆医科大学学报%.++-%*2"2#!2.- 42.,)

23’梁海英%陈兢思%赵丹曦%等)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

临床调查(g))中国妇幼保健%.++,%.*".0#!*,-, 4*,0+)

.+’孙国铭)健康教育处方(Q))杭州!杭州出版社%.+++!2-1)

.2’轩玉玲)护理干预在妊娠期糖尿病中的应用 (g))河南中医%

.++3%.3"/#!//2 4//.)

..’盛’梅)妊娠期糖尿病 .. 例护理体会(g))西北国防医学杂志%

.++0%.,".#$21. 421*)

.*’g(P8=(P9C_)&C;9@P9=>@<>:BC8@7989= F(7@= F9K; >@WK8K9(=8:U98Y@6

K@W7@::9K<W! C<NN@=K(XK9(=WZ(NWCN@@=9=>% U98>=(W9W8=U KN@8K7@=K

(g))$N<>W% .++/%-/"2*#!2/+2 42/20)

./’姚景鹏)内科护理学(Q))北京!科学出版社%.+++!.,*)

.1’林凤英%郭丽琼)妊娠期糖尿病护理(g))内蒙古中医药%.++,%

"22#!2-* 42-/)

.-’刘凤云)护理干预对妊娠合并糖尿病孕妇及胎儿的影响(g))山

东医药%.++,%/,"2-#!221)

"收稿日期’.+2+ 4+/ 42.#"本文编辑 谭’毅 刘京虹#

*2+,*’’中国临床新医学’.+2+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