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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护理干预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蒋洁，徐洪燕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江苏 无锡 214002)

[摘　要]	 目的：评估营养护理干预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纳入2018年6月至2019年6

月无锡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妊娠糖尿病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

察组(n=50)和对照组(n=50)。对照组接受常规饮食指导，观察组接受营养护理干干预。记录和比

较两组的胰岛素使用情况、血糖控制情况、孕期体重增长情况、母婴并发症发生率。结果：孕产

期中，观察组的胰岛素使用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胰岛素使用率(4.0% vs 16.0%，P<0.05)。入院后

4周，观察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和餐后2 h血糖均控制在正常范围内，糖化血红蛋白由(6.88±0.26)%

下降至(5.06±0.2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然而，对照组空腹血糖和餐后2 h血糖均无

明显下降趋势且并未控制至正常范围，糖化血红蛋白餐前与餐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妊

娠前两组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分娩前，对照组患者的体重增加明显高于观察组患

者(P<0.05)。观察组母婴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6.0%和6.0%，均明显低于对照组(28.0%和24.0%，

P<0.05)。结论：营养护理干预方案能够有效控制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及体重增加，降

低母婴并发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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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nutri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JIANG Jie, XU Hongyan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Wuxi Hospital for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Wuxi Jiangsu 2140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nutri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cases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who were treated at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19.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n=50) and a control group (n=50)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diet guidance, whil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nutri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use of insulin, blood glucose control, weight gain during pregnancy and the incidence 

of maternal and infant complications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su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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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糖尿病( g e s t a t i o n a l  d i a b e te s  m e l l i t u s，

G D M ) 属 于 高 危 性 妊 娠 疾 病 [ 1 ] ， 是 指 孕 妇 妊 娠

前 糖 代 谢 正 常 ， 而 妊 娠 期 间 出 现 的 糖 尿 病 。 目

前 ， 临 床 上 G D M 的 发 病 率 较 高 ， 容 易 引 起 不 良

妊 娠 结 局 ， 严 重 威 胁 孕 产 妇 和 新 生 儿 的 健 康 和

生 命 安 全 ， 包 括 流 产 、 早 产 、 巨 大 儿 、 先 天 畸

形等 [ 2 ]。

GDM的发病因素包括年龄、肥胖和遗传因素

等，其中营养过剩或摄入营养不均衡是GDM发生

的主要原因 [3]。目前，GDM的血糖控制主要通过

调整饮食、运动疗法和胰岛素治疗，其目的是尽

最大可能将患者的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内。临床

资料 [ 2 ]显示：科学控制孕产妇妊娠期间的血糖水

平，能够明显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在围产期并发

症的发生率。

既往研究 [ 4 ]显示：营养护理干预能够明显改

善GDM患者的病情，有效控制GDM患者的血糖水

平。本研究进一步评估营养护理干预对GDM患者

的胰岛素使用情况、血糖控制情况、孕期体重增

长情况、并发症发生率和妊娠结局的影响，首先

为优化GDM营养护理干预方案提供实验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纳入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无锡市妇幼保健

院收治的 1 0 0 例妊娠糖尿病患者。所有患者符合

2010年国际妊娠合并糖尿病观察组织IADPSG推荐

的GDM诊断标准 [5]，排除严重肝肾功能障碍和精

神疾病的患者。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5 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饮

食指导，观察组给予营养护理干预。两组一般临

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本 研 究 经 无 锡 市 妇 幼 保 健 院 医 学 伦 理 委 员

会 的 批 准 ， 所 有 参 与 本 研 究 的 孕 产 妇 签 署 知 情 
同意书。

1.2  护理

对照组给予常规饮食指导。主要内容为向孕产

妇及其家属讲解有关妊娠期糖尿病饮食管理的重要

性和注意事项，指导其进行合理饮食，并耐心回答

患者的问题，提醒其定期复查血糖水平等。

观察组给予营养护理干预。1 )向孕产妇及其

家属讲解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营养管理和血糖控制

的重要性。2 )针对患者制定个体化的食谱，根据

患者的体重制定每餐的所需热量和食谱，每日所

需 热 能 供 给 量 按 孕 前 B M I 计 算 ( 表 2 ) 。 每 日 摄 入

三 大 产 能 营 养 素 的 分 配 ： 碳 水 化 合 物 5 0 ~ 6 0 % ，

蛋白质15%~20%，脂肪25%~30%。每日膳食热量

分布：早餐(7:00—8:00)占每天总热量10~15%，

早 餐 加 餐 ( 9 : 0 0 — 1 0 : 0 0 ) 占 每 天 总 热 量 5 ~ 1 0 % ，

午餐 ( 1 2 : 0 0 — 1 3 : 0 0 ) 占每天总热量 3 0 % ，午餐加

餐(3:00—4:00)占每天总热量5~10%，晚餐(6:00—

7:00)占每天总热量30%，晚餐加餐(睡前0.5~1.0 h)
占 每 天 总 热 量 5 % ~ 1 0 % 。 3 ) 分 娩 期 时 ， 可 以 根

据 妊 娠 期 热 量 的 摄 入 情 况 ， 适 当 增 加 每 日 热 量

摄 入 ， 并 增 加 优 质 蛋 白 质 的 摄 入 ( 如 蛋 类 和 脱 脂

牛 奶 等 ) 。 如 果 产 妇 无 法 进 食 ， 可 输 入 葡 萄 糖 液

并 增 加 胰 岛 素 ( 以 每 4  g 葡 萄 糖 使 用 1  U 胰 岛 素 为

宜 ) ， 输 液 期 间 应 当 密 切 监 测 血 糖 ， 以 血 糖 水 平

us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4.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16.0%) 

(P<0.05). And 4 weeks after admission,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2-hour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controlled within the normal range, the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decreased from 

(6.88±0.26)% to (5.06±0.21)%,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However,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2-hour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downward trend and were 

not controlled to the normal range. What’s mor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P>0.05). Before pregnanc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ody weigh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but before delivery, the weight gain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maternal and infant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6.0% and 6.0%,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28.0% and 24.0%) (P<0.05). Conclusion: Nutri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program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and weight gai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maternal and infant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Keywords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nutri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blood sugar;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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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在5 . 6 ~ 6 . 2  m m ol / L为宜。4 )孕产期的饮食遵

循清淡、少食多餐，严格控制糖的摄入的原则。

每餐以低糖的粗粮为主，配富含蛋白质的物质(如

鱼、蛋和奶制品)，同时要保证富含纤维和维生素

的食物的摄入(如蔬菜、水果等)。既要保证每餐食

物的营养均衡，还要经常变换每餐食物品种，以

促进食欲，保证营养的摄入。5 )注意劳逸结合，

适当锻炼，定期检查血糖。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胰岛素使用情况、血糖控制情况、

孕期体重增加情况、母婴并发症发生情况。

表1 两组一般临床资料(n=50)

Table 1 General clinical data of the two groups (n=50)

临床资料 观察组 对照组 P

年龄/岁 21~42 (33.19±2.03) 21~43 (33.63±2.62) >0.05

身高/cm 156~171 (165.4±5.8) 153~170 (163.7±3.8) >0.05

体重/kg 51~81 (65.3±10.5) 52~81 (64.9±9.6) >0.05

孕周/周 24~28 (25.6±0.23) 24~28 (26.1±0.19) >0.05

产次/[例(%)] >0.05

初产妇 22 (44.0) 20 (40.0)

非初产妇 28 (56.0) 30 (60.0)

表2 每日所需热能计算

Table 2 Daily thermal energy calculation

孕前BMI/(kg·m−2) 孕早期每日热量/(kJ·kg−1) 孕中期每日热量/kJ 孕中期每日热量/kJ

<18.5 35 

增加200~300 增加200~300
18.5~23.9 30~35

24.0~27.9 25~30

>28.0 25

1.4  统计学处理

采 用 S P S S  1 9 . 0 统 计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分 析 ， 计

量 资 料 以 均 数 ± 标 准 差 ( x ± s ) 表 示 ， 两 组 间 采 用

进 行 独 立 样 本 t 检 验 ； 不 同 时 间 点 的 血 糖 比 较 采

用重复样本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 ( % ) 表示，

两 组 间 比 较 采 用 χ 2 检 验 。 P < 0 . 0 5 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孕产期胰岛素的使用情况

在 孕 产 期 中 ， 观 察 组 有 2 例 孕 产 妇 使 用 胰

岛 素 控 制 血 糖 ， 胰 岛 素 的 使 用 率 为 4 . 0 % ， 而 对

照 组 有 8 例 使 用 胰 岛 素 控 制 血 糖 ， 胰 岛 素 的 使 用

率为 1 6 . 0 % ，统计结果显示：观察组的胰岛素使

用 率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 ， 两 组 间 具 有 统 计 学 差 异

(P<0.05)。

2.2  两组孕产期血糖控制情况

入 院 时 ， 两 组 空 腹 血 糖 和 餐 后 2  h 血 糖 均 异

常；入院后，观察组空腹血糖和餐后2 h血糖均呈

明显下降趋势(P<0.05)，且控制在正常范围内，且

入院后4周，观察组空腹血糖和餐后2 h血糖均明显

低于入院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对照组入院后的空腹血糖和餐后2 h血糖均无明显

下降趋势(P>0.05)，而且入院后4周并未控制至正

常范围(表3)。

观察组入院时糖化血红蛋白为(6.8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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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后 4 周糖化血红蛋白下降至 ( 5 . 0 6 ± 0 . 2 1 ) % ，

其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 而 对 照

组 入 院 时 及 入 院 后 4 周 糖 化 血 红 蛋 白 分 别 为

( 6 . 7 6 ± 0 . 2 3 ) %和( 6 . 3 9 ± 0 . 3 1 )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2.3  两组孕期体重增加情况比较

妊 娠 前 两 组 体 重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而分娩前，对照组体重明显高于观察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 . 0 5 )。对照组的体

重增加明显高于观察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4)。

2.4  两组母婴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早产1例，羊水过多2例，妊高症1例，

孕产妇并发症发生率为6.0%。对照组早产3例，产后

出血2例，羊水过多6例，妊高症3例，孕产妇并发症

发生率为28.0%。观察组孕产妇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 察 组 的 新 生 儿 中 ， 低 血 糖 2 例 ， 巨 大 儿 
2例，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为6.0%。对照组新生儿

中，低血糖6例，巨大儿3例，新生儿窒息1例，高

胆红素血症2例，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为24.0%。

观察组新生儿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两组孕产期血糖控制情况(n=50，x±s)

Table 3 Blood glucose control of two groups during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n=50, x±s)

时间
观察组血糖水平/(mmol·L−1) 对照组/(mmol·L−1)

空腹 早餐后2 h 晚餐后2 h 空腹 早餐后2 h 晚餐后2 h

入院时 6.21±0.66 7.53±1.96 7.91±2.02 6.43±0.59 7.61±2.06 7.71±1.88

入院后2周 5.56±0.50 5.92±0.63 5.59±0.57 6.09±0.39 7.30±1.81 7.26±1.65

入院后4周 4.91±0.41* 5.35±0.31* 4.96±0.41* 6.06±0.55 7.10±1.36 7.09±1.59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与入院时比较，*P<0.05。

Compared with admission, *P<0.05.

表4 两组孕期体重增加情况(n=50，x±s)

Table 4 Weight gain of two groups during pregnancy (n=50, x±s)

组别
孕期体重/kg

妊娠前 分娩前 体重增加

观赛组 56.31±7.61 64.98±7.79 11.09±1.06

对照组 55.69±7.65 75.19±8.10 18.36±1.68

P >0.05 <0.05 <0.05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妊娠期糖尿

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给孕产妇和新生儿

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既往的临

床经验 [6-7]证实：合理科学的饮食干预能有效控制

孕产妇的血糖水平，保护孕产妇的胰岛功能，降

低糖代谢异常的发生率。因此，对妊娠期糖尿病

患者的营养护理干预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 研 究 中 对 照 组 采 取 常 规 的 饮 食 指 导 ， 而

观察组患者实施营养护理干预，对患者的饮食时

间、饮食结构进行严格管理，制定个体化的饮食

方案，例如根据孕产妇的孕前BMI制定合理的饮食

热量、优化三大营养物质的摄入比例、而且饮食

方案也是根据不同的孕期采取不同的方案，每日

按时按需进食，少食多餐。这样既能够控制热量

和糖分的摄入，又能满足孕产期母体和胎儿对营

养的需求。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在孕产期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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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素的使用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而进一步分析结

果显示：护理干预4周后，观察组空腹血糖和餐后

2 h血糖均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而对照组的血糖水

平控制不佳。另外，护理干预4周后，观察组的糖

化血红蛋白较入院时明确下降，而对照组的糖化

血红蛋白较入院时无明显变化。以上结果说明：

常规的饮食指导难以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而个

体化的营养护理干预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孕产妇的

血糖水平，减少胰岛素的使用率。另外，本研究

还观察到对照组在孕期的体重增加明显高于观察

组 ， 这 一 结 果 也 说 明 营 养 护 理 干 预 能 够 为 G D M
患者提供科学合理的饮食，有效控制孕产妇孕期

的 体 重 增 长 ， 降 低 G D M 对 孕 产 妇 和 新 生 儿 的 不

良影响。

高血糖是GDM的主要特征性的表现，长期的

高血糖会引起血管管腔狭窄等血管病变，增加母

婴并发症的发生率[8]。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中

早产、羊水过多、妊高症等孕产妇并发症发生率

明显低于对照组，且新生儿低血糖、巨大儿、新

生儿窒息、高胆红素血症等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

也明显低于对照组。以上结果充分说明GDM患者

血糖控制的重要性，血糖的正常和稳定不仅能够

降低孕产妇并发症的发生率，还能够保证胎儿的

营养供给，维持胎儿体重的合理增长，避免巨大

儿、新生儿低血糖等并发症的发生[9-10]。

医学进步和医疗条件改善正在对护理工作提

出更高的要求，护理工作已经不再是一套简单、

统一和常规的流程[11-12]，而是要以患者为中心，制

定有针对性的护理方案[13-15]。本研究采用营养护理

干预方案正是一种个体化针对性的护理方案，通

过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不仅能够帮助GDM患

者学会血糖监测方法，增强自我控制意识，还能

够纠正不良饮食结构和习惯，平衡GDM患者的营

养状况，这样才能够有效改善GDM患者的血糖水

平，提高其治疗效果，降低母婴并发症，最大限

度地保护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健康和安全。

本 研 究 有 如 下 优 点 和 不 足 之 处 ： 优 点 为 本

研究的观察指标较为全面，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

营 养 护 理 对 妊 娠 期 糖 尿 病 的 血 糖 控 制 、 母 婴 并

发症等方面的影响。不足之处是本研究为单中心

研究，而且纳入的病例数较少，未对孕产妇和新

生儿进行长期随访。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

步完善实验设计，采取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研

究，这样更有利于优化营养干预方案，促进母婴

健康。

综上所述，营养护理干预方案能够有效控制

GDM患者的血糖水平及体重增加，降低母婴并发

症的发生率，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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