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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糖尿病患者护理中运用健康教育的临床价值及对不

良妊娠结局发生率的影响分析

宋莹莹

（曹县磐石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山东　菏泽　２７４４００）

【摘　要】目的：分析健康教育措施实施后，妊娠糖尿病患者各指标情况，并计算不良妊娠结局发生
率。方法：选取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０２１年７月医院收治的１００例妊娠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０例。观察组实施常规护理联合健康教育，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对两组
实际状况进行对比。结果：观察组血糖指标、不良妊娠结局和新生儿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健康教育临床价值较高，可以帮助患者有效改善血糖指标状况，
对妊娠结局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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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糖尿病是临床多发、常见疾病类型，主要是
因女性妊娠期间需求胰岛素量增加导致的糖代谢异

常状况
［１］。患者发病后常见的临床表现为多饮、多

食、多尿等，出现以上疾病表现后若得不到及时有效

的治疗会严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甚至引发难产、流

产、酸中毒、感染等并发症，对患者以及新生儿生命

安全产生严重威胁
［２］。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患者发

病后需及时给予其降糖治疗，进而实现血糖的有效

控制。但由于患者对疾病认知的不足，导致降糖治

疗效果不理想，对妊娠结局产生消极影响。本文选

取２０１９年７月 ～２０２１年７月我院收治的１００例妊
娠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选取２０１９年７月 ～２０２１年７月我
院收治的１００例妊娠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０例。观察组初产妇
３０例，经产妇２０例；孕周１５～３９周，平均（２５．４７±
１．５６）周；年龄２０～３６岁，平均（２６．４９±１．７０）岁；体
重４５～７１ｋｇ，平均（２７．５８±１．３４）ｋｇ。对照组初产
妇２８例，经产妇２２例；孕周１６～３８周，平均（２５．５０
±１．４９）周；年龄２１～３７岁，平均（２６．４０±１．６７）岁；
体重４６～７０ｋｇ，平均（２７．５５±１．４１）ｋｇ。两组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本次研究内容经院伦理委员会批准。（１）纳入
标准：所有入选患者均符合妊娠糖尿病相关指征；患

者均自愿入选本次调查研究；临床资料完整。（２）排

除标准：严重心、脑、肝、肾等脏器疾病；合并全身性

感染疾病；恶性肿瘤疾病；依从性差；严重精神障碍、

意识障碍；妊娠前高脂血症；合并甲减或甲亢。

１．２　方法：对照组分析实际状况后，给予其病情监
测，出现异常后及时处理。除此之外，做好环境护理

及用药指导等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

针对性健康教育措施：（１）加强疾病知识教育：对患
者实际状况进行分析，包括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以

及家庭环境等，随后对疾病发作原因、临床表现、治

疗方案、护理措施以及相关注意事项等进行健康知

识教育，主要教育措施包括口头讲解、发放健康知识

手册、一对一教育、视频宣教以及微信公众号推广

等，进而帮助患者加强对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提升

其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及能力。（２）心理辅导：患者发
病后出现不良情绪状况的几率较高，护理人员需要

及时帮助其疏导紧张、抑郁等情绪，告知其良好的情

绪状况对疾病恢复的重要性，鼓励其保持健康的情

绪状态。除此之外，护理人员需要引导患者进行深

呼吸、散步等活动，并通过听音乐宣泄情绪，保持情

绪健康。积极鼓励患者家属给予关心与爱护，让患

者感受到家的温暖，进而改善分娩结局。（３）饮食教
育：定期对患者的营养状况以及血糖指标状况进行

检测与评估，结合患者实际状况（体重、孕期、机体素

质等）对每日的脂肪、微量元素、热量、蛋白质等需求

量进行计算，并为患者制定针对性的饮食计划，提升

患者机体素质。引导患者坚持少食多餐的严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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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摄入水分，保持足够的休息及睡眠，进而实现最佳

分娩结局。（４）运动教育：对患者实际状况进行评估
后，为其制定针对性的饮食计划，引导其坚持循序渐

进的运动原则，进而有效控制体重、提升胰岛素的敏

感性、改善血液循环、提升睡眠质量，在改善分娩结

局的同时，可以有效抑制并发症发生率，对患者具体

健康具有促进作用。（５）用药干预：鼓励患者在相关
医嘱的指导下用药，禁止随意用药。对降糖药物的

作用机制、用法用量、安全性、不良反应等知识进行

健康教育，增加患者认知的同时，可以发挥药物最佳

效果。

１．３　观察指标：（１）对两组血糖指标状况进行分析：
空腹血糖水平、餐后２ｈ血糖水平；（２）对两组不良
妊娠结局进行评估，计算不良妊娠结局（羊水过多、

妊高征、产后出血）发生率；（３）计算新生儿不良结局
（早产儿、巨大儿、新生儿窒息）发生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２６．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
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血糖指标比较：观察组空腹血糖水平
（４．６３±１．２３）ｍｍｏｌ／Ｌ、餐后２ｈ血糖水平（５．３５±
１．２４）ｍｍｏｌ／Ｌ；对照组空腹血糖水平（６．０９±１．２５）
ｍｍｏｌ／Ｌ、餐后２ｈ血糖水平（６．８９±１．３３）ｍｍｏｌ／Ｌ；ｔ＝
５．８８６９、５．９８８５，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观察组血糖指
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不良妊娠结局比较：对照组妊高征 ５例
（１０．００％）、羊水过多４例（８．００％）、产后出血３例
（６．００％），总发生率为 ２４．００％（１２／５０）；观察组妊
高征１例（２．００％）、羊水过多１例（２．００％）、产后出
血０例（０．００％），总发生率为４．００％（２／５０）；χ２＝８．
３０５６，Ｐ＝０．００３９。观察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新生儿不良结局比较：对照组早产儿４例
（８．００％）、巨大儿 ３例（６．００％）、新生儿窒息 ３例
（６．００％），总发生率为１０例（２０．００％）；观察组早产
儿１例（２．００％）、巨大儿０例（０．００％）、新生儿窒息
０例（０．００％），总发生率为 １例（２．００％）；χ２＝８．
２７３７，Ｐ＝０．００４０。观察组新生儿不良结局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妊娠期糖尿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近年来疾病发作率呈逐升高的趋势增长，常

见发病原因包括遗传、胰岛素抵抗等，患者发病后主

要表现为多饮、多食、多尿等
［３］。出现以上状况后，

患者需及时入院接受检查与治疗，防止疾病恶化增

加治疗难度，对妊娠结局产生消极影响。临床研究

结果显示，有效控制血糖状况对妊娠结局及新生儿

出生结局具有积极意义，但受患者认知的影响，导致

疾病控制效果不佳
［４］。因此，为更好的保障患者生

存质量，临床需将疾病健康知识教育作为研究的主

要课题，帮助患者加强疾病认知的同时，提升血糖控

制效果。健康教育是在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对其

进行针对性疾病知识教育，进而加强患者疾病认知

与重视。除此之外，该方案的落实更加重视以患者

为中心，对其实际状况进行分析后，落实针对性健康

教育措施，通过心理疏导、饮食护理、运动指导及用

药干预等多个方面进行健康教育，提升患者依从性

的同时，可以改善患者机体素质，实现最最佳血糖控

制效果
［５］。

综上所述，健康教育对疾病治疗及预后均具有

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帮助患者有效控制血糖，改善

分娩及新生儿出生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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