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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门诊干预对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血糖控制的影响

闫晓艳

（河北省唐山市妇幼保健院产科　０６３０００）

　　摘　要：目的　探讨进行营养门诊干预后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该院妊娠期进行营养门诊

治疗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５０例作为试验组，再选取同期常规门诊接受治疗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５０例作为对照组，比较２组患者

治疗前后的血糖水平及血糖控制情况。结果　试验组患者治疗后的空腹血糖、餐后１ｈ血糖、餐后２ｈ血糖水平分别为（４．０４±

０．５９）、（８．５４±０．３９）、（７．３２±０．３８）ｍｍｏｌ／Ｌ，与对照组患者的（４．６８±０．６１）、（９．３３±０．４２）、（８．０３±０．２９）ｍｍｏｌ／Ｌ比较，明显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试验组患者的血糖控制满意程度（９６％）与对照组（６４％）比较，明显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进行妊娠期营养门诊干预后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效果显著，改善患者血糖水平，提高患者满意

度，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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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妊娠糖尿病是指女性在妊娠期首次发生或出现的糖

代谢异常情况，近年来妊娠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严重影

响女性及胎儿的健康。孕妇治疗时口服降糖药会影响胎儿的

发育等，对孕妇的身体与胎儿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１］。妊娠期

糖尿病可分为２种：一种为由于妊娠期间的糖代谢异常出现的

糖尿病，称为妊娠期糖尿病（ＧＤＭ）；另一种为妊娠前就确诊为

糖尿病。患有糖尿病的孕妇８０％以上均为妊娠期糖尿病，近

年来我国的发病率较世界而言明显升高，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

确诊时间对糖尿病的治疗也有不同的影响，门诊治疗是患者接

受治疗过程中首选的措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２３］。随着社

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危险因素也慢慢引起重视，同时

糖尿病疾病也逐渐呈年轻态，这就要求必须重视糖尿病疾病的

预防及健康教育，只有积极地做好疾病的３级预防，才能延缓

疾病的发生发展，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提高患者生命质量［４］。

现探讨妊娠期营养门诊干预后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

的效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７月该院妊娠期

营养门诊接受治疗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５０例作为试验组，再

选取同期常规门诊接受治疗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５０例作为对

照组。试验组患者年龄２３～３３岁［（２８．３±４．９）岁］，产次１～

３次。对照组患者年龄２３～３２岁［（２８．１±４．７）岁］，产次１～３

次。本研究通过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其家属均对

本研究目的和方法知情同意，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２

组患者的年龄、病程、产次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１）经７５ｇ糖耐量（ＯＧＴＴ）试验明确诊断的妊

娠期糖尿病，且具有明显的临床症状。（２）空腹血糖５．１

ｍｍｏｌ／Ｌ以上，或餐后１ｈ血糖１０ｍｍｏｌ／Ｌ以上，餐后２ｈ血糖

８．５ｍｍｏｌ／Ｌ以上。（３）患者精神状态正常，可自行配合完成研

究。排除标准：（１）未经明确诊断患有妊娠期糖尿病，或临床症

状并不明显。（２）血糖水平不符合上述标准。（３）精神状态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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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甚至存在精神方面疾病。

１．２　方法　（１）对照组：常规门诊治疗，所有患者均根据其自

身情况给予不同的单纯饮食疗法，操作如下：早餐以高纤维食

物为主食，以煮鸡蛋、牛奶、小米粥及凉拌蔬菜为副食；午餐以

高纤维大馒头、米饭、面条或其他高纤维食物为主食，以豆制

品、瘦肉、蔬菜、鸡、鱼等食物为副食，晚餐主食同午餐或者选择

小米粥、绿豆粥等，以蔬菜、豆制品或鸡鸭鱼肉等为副食，睡觉

前可根据患者自身习惯喝１杯３００ｍＬ左右的纯牛奶，医护人

员监督其做适当的运动以增强抵抗力。（２）试验组：在对照组

治疗的基础上，开展妊娠期营养门诊。１）妊娠期糖尿病相关理

论知识的讲解：以课堂授课的形式，向患者讲解关于妊娠期糖

尿病的概念，对患者与胎儿的相关危害，患者血糖控制的意义

及怎样有效控制血糖等，提高患者对妊娠期糖尿病的认知程

度。２）为患者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与疾

病发生发展特点，计算其个性化每天所需的全部能量供给，详

细讲解患者的能量供给是由哪几种食物构成，且３大营养成分

的能量供给分配比例，确保患者的营养均衡。３）向患者展示食

物的组成模型：通过建立合理的食物分配模型，向妊娠期糖尿

病患者解释食物的能量成分，并且通过食物交换的方式，合理

进行饮食搭配。４）及时监测患者的血糖水平：指导患者按时测

量血糖，并告知其测量血糖的正确措施，指导患者选择恰当的

运动形式进行身体锻炼，强调血糖控制的重要性。５）对患者进

行合理的电话随访：每个月安排固定的时间对参与研究的患者

进行电话随访，了解并掌握其饮食情况，确保饮食的合理性，以

及患者的运动方式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胰岛素治疗等。

１．３　观察指标　（１）观察２组患者接受门诊治疗后血糖水平

情况，包括空腹血糖、餐后１ｈ血糖、餐后２ｈ血糖等。（２）由本

研究人员自制调查问卷，对２组患者经门诊治疗后的血糖控制

情况，并记录分析。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计数资料应用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

比较分别采用狋检验和χ
２ 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的血糖水平结果比较　试验组患者治疗后的空

腹血糖水平、餐后１ｈ血糖水平、餐后２ｈ血糖水平（４．０４±

０．５９）、（８．５４±０．３９）、（７．３２±０．３８）ｍｍｏｌ／Ｌ与对照组患者的

（４．６８±０．６１）、（９．３３±０．４２）、（８．０３±０．２９）ｍｍｏｌ／Ｌ相比明显

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血糖水平结果比较（狓±狊，ｍｍｏｌ／Ｌ）

组别 例数（狀） 空腹血糖 餐后１ｈ血糖 餐后２ｈ血糖

试验组 ５０ ４．０４±０．５９ ８．５４±０．３９ ７．３２±０．３８

对照组 ５０ ４．６８±０．６１ ９．３３±０．４２ ８．０３±０．２９

狋 ５．３４ ９．７５ １０．５１

犘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２组患者的血糖控制结果比较［狀（％）］

组别 例数（狀） 血糖控制满意 血糖控制不满意

试验组 ５０ ４８（９６） ２（４）

对照组 ５０ ３２（６４） １８（３６）

χ
２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犘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的血糖控制结果比较　试验组患者的血糖控制

满意程度（９６％）与对照组（６４％）比较，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２。

３　讨　　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妊娠期的重视

程度不断提高，然而妊娠期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均不同程度的升

高，妊娠期糖尿病便是其中之一，其对患者的健康存在极大威

胁，也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有一定程度的影响［５］。通常临床空腹

血糖检测２次或２次以上均大于或等于５．８ｍｍｍｏｌ／Ｌ可诊断

为糖尿病［６］。妊娠期糖尿病的确诊时间是治疗的最关键因素，

对母婴的预后也有较大的影响，早期确诊与早期治疗可降低母

婴并发症发生率，改善围生儿结局［７］。由于妊娠期糖尿病多数

由妊娠期体内的激素变化造成血糖异常，所以患者主要以饮食

疗法为主，若饮食疗法治疗一段时间后效果不佳可联合胰岛素

注射［８］。妊娠早期血糖不高，２４～２８孕周由于各种激素的分

泌会使血糖升高，３２～３４孕周达到顶峰，妊娠期糖尿病高危人

群如糖尿病家族史、肥胖等在空腹检查血糖正常后还要定期反

复检查，以便妊娠期糖尿病的早期发现与治疗，改善围生儿状

况，保证母婴预后良好，也为临床提供参考［９］。但饮食控制与

接受治疗时间对妊娠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效果与围生期患儿预

后效果并不是十分显著。目前我国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飞速

发展，越来越多的妊娠期糖尿病治疗与护理措施被不断提出并

应用于临床中。

本研究结果显示，营养门诊干预治疗后，试验组患者的空

腹血糖、餐后１ｈ血糖、餐后２ｈ血糖水平均明显下降，且血糖

控制满意度为９６％，明显升高，与对照组比较，具有显著优势，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妊娠期营养门诊干预措施的

开展，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是患者接受治疗的重要保障。门

诊是直接接诊患者的重要途径，多数患者在病情允许的条件

下，并不需要住院治疗，因此突出了门诊干预措施的重要

性［１０］。由于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生活背景等诸多因素，患者对

该病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必须依据患者的认知情况

对其采取相应的门诊干预措施。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妊娠期

糖尿病患者对医师的指导服从性及信任度明显大于护理人

员［１１］。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现今阶段患者对于医师和护士的

认知方面仍存在不足，认为医师的指导是正确无误而对护士的

健康教育则存在抵触心理；另一方面可能由于该院护理人员对

临床操作及专业知识不太熟练，因此会降低患者对护士的信任

程度。大部分患者对门诊医护人员的信任程度普遍偏低，针对

这一现象，医院应大力宣传护士的技能操作，故医护相互之间

的合作，才能使患者获得更为准确、详细的专业知识指导，从而

提高健康宣教的质量［１２］。妊娠期营养门诊干预措施是近年来

新兴的一种针对妊娠期糖尿病的干预治疗手段，主要在门诊科

室中，对首次接受治疗的患者提供的一种简单、方便且较为快

捷的干预治疗手段，医护人员根据患者的自身疾病发展状况，

为其制定合理的饮食控制计划，并详细讲解妊娠期糖尿病相关

的知识，指导适量的身体运动与锻炼，控制营养成分的摄入，并

告知如何合理搭配各项饮食结构，使患者能够在饮食过程中注

意食物的摄入量，以达到控制热量摄入的目的［１３］。

营养干预治疗措施是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治疗过程中最基

础的措施，口服降糖药物等易造成腹内胎儿的发育畸形，胰岛

素治疗则是在患者接受营养治疗未见效果时，采取的最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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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因此围产期的营养治疗已成为妊娠期糖尿病防治的核心

措施［１４］。营养门诊是为患者提供的一个治疗的平台与契机，

可为大多数患者提供营养支持疗法、健康教育宣传及治疗后的

电话追踪与回访。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加大对营养门诊干预措

施的研究，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进行集中的治疗与管理，提高

患者对其自身疾病的认知程度，并提高自我管理水平与依从

性，促进患者血糖恢复，提高生命与生活质量，使患者对治疗的

过程与效果更满意［１５］。

综上所述，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接受妊娠期营养门诊干预治

疗的效果显著，较大程度地缓解了患者的血糖异常症状，促进

血糖恢复，使患者及其家属对血糖控制效果的满意程度极大地

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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