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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转变理论的护理干预对妊娠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和

妊娠结局的影响

覃璐芝

（柳州市人民医院 产科，广西　柳州　５４５０００）

【摘　要】目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医疗服务中，行为转变理论护理方案的效果及对改善其妊娠结

局和血糖水平的讨论。方法：选取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医院收治的８４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为研究对象，以抽签法划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４２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模式护理，观察组实施行

为转变理论的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血糖水平、不良妊娠结局情况及自护能力。结果：护理后两组

血糖水平低于护理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不良妊娠结局总

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足部、监测血糖、饮食和运动自护能力评分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和常规模式护理方案相比较，行为转变理论的护理

方案在临床上有显著干预效果，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运用该护理模式之后，其血糖水平的控制效果较佳，

改善了妊娠结局，利于加强患者的自护能力，值得在护理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中广泛推行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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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糖尿病对孕妇、胎儿均有损伤，能够形成

巨大儿等不良现象，继而增加产后出血等并发症的

发生率，对孕妇生命有较大威胁
［１］。故而，临床确诊

妊娠期糖尿病后，应立即采取合理医疗手段，对患者

的血糖水平进行控制，以免病情恶化
［２］。由于妊娠

期的特殊性，导致可用的药物方案不多，控制日常饮

食是常用方案，能够对血糖水平发挥良性影响；但

是，导致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的因素与日常生活行为

存在密切关联，故而，仅凭上述医疗手段无法达到最

佳疗效
［３］。常规模式护理可以起到良好辅助作用，

然而，该护理是围绕医嘱展开，对患者的关注度，及

行为转变方面的护理力度均不足。行为转变理论的

基础是心理学，有纠正不良行为作用，将此理论落实

于医疗服务中后，获得的医疗成效较优异
［４－５］。鉴

于此，本研究选取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我院

收治的８４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讨论行

为转变理论的护理方案干预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妊

娠结局、血糖水平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选取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我院收治的８４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以

抽签法划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４２例。观察组年

龄２４～３８岁，平均（２８．５４±２．６３）岁；妊娠１１～２８

周，平均（２３．４５±１．６５）周；体质量５５．５～７５．６ｋｇ，

平均（６７．３８±２．５７）ｋｇ；身高 １５８～１６８ｃｍ，平均

（１６０．３２±１．５２）ｃｍ；经产妇１４例，初产妇２８例。

对照组年龄 ２４～３９岁，平均（２８．７３±２．５２）岁；妊

娠１１～２８周，平均（２３．６７±１．４８）周；体质量５５．３～

７５．８ｋｇ，平均（６７．４９±２．４２）ｋｇ；身高１５８～１６８ｃｍ，

平均（１６０．２９±１．４８）ｃｍ；经产妇 １６例，初产妇 ２６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所有入组患者的病情与妊娠期

糖尿病确诊要求相符
［６］。（１）纳入标准：认知及沟通

方面无阻碍；基本信息齐全；对研究的内容详细了解

后，表示愿意加入。（２）排除标准：患癌症者；精神层

面有阻碍；肝心肾等器官有病变；凝血机制异常；免

疫疾病；妊娠前有糖尿病；合并妊娠期综合征；研究

期间退出。

１．２　方法：对照组行常规模式护理方案：发放疾病

相关健康知识宣教手册；纠正不健康饮食行为，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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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适量运动；定期对患者血糖进行监测，依据其血

糖水平的变化调整护理计划；患者到院后，提供通风

良好、环境舒适的病房；对患者的足部实施每天观

察，了解其动脉搏动、颜色变化等情况。护理时间即

直至其分娩结束。观察组以常规模式护理为基础，

实施行为转变理论的护理方案，操作如下。（１）动员

患者重视自护能力，了解自护的意义及其可行性，以

使患者清楚，自护方案对血糖水平有控制作用，且具

有操作便捷优势，对患者的家人进行鼓励，以使其参

与到自护中，能够为患者提供良好支持与鼓励，从而

转变患者面对疾病的态度，利于构建自信。（２）以培

训方式提升患者的认知水平，培训项目即疾病知识、

治疗方法、监测血糖方法、心理情绪调节方法。自护

方法、护理周期等，培训完成之后，明确自护目标，护

理７ｄ后，对其行为转变进行评估。（３）为患者提供

交流分享平台，以使患者之间可以进行沟通讨论，即

对自护情况、随访监护情况等行讨论，并分享本人经

验，该类型研讨会举办频次即每周举行一次，６０ｍｉｎ／

次，总计组织４次。（４）以一周一次频率实施随访操

作，总计６次随访，以令患者的自护能力提升，与患者

沟通，完善巩固自护能力的方案，提醒患者家人，可

给予其支持与鼓励。护理时间即直至其分娩结束。

１．３　观察指标：（１）评定两组血糖变化，评定时间即

护理前、护理６周后，即采集患者空腹情况静脉血、

餐后２ｈ静脉血，以获知空腹血糖水平、餐后２ｈ血

糖水平。（２）评定不良妊娠结局，整理两组患者发生

妊娠高血压、羊水多、巨大儿情况，总发生率 ＝（妊娠

高血压例数＋羊水多例数 ＋巨大儿例数）／组例数 ×

１００％。（３）评定两组自护能力，采用糖尿病自我管

理行为评估表评估，包括足部、监测血糖、饮食、运动

等４个维度，各维度分值范围即０～２０分，评分越高，

自护能力越好。

１．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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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血糖水平比较：护理前，两组血糖水平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护理后两组血糖

水平低于护理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血糖水平比较（ｘ±ｓ，ｍｍｏｌ／Ｌ）

组别 例数
餐后２ｈ

护理前 护理后

空腹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４２ １４．０９±１．２１ １０．７５±１．３６ ９．８２±０．４７ ６．２２±１．０１
观察组 ４２ １４．１８±１．０６ ８．１９±０．５１ ９．９６±０．４５ ４．８９±０．５７
ｔ ０．３６２５ １１．４２２３ １．３９４３ ７．４３２１
Ｐ ０．７１７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７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不良妊娠结局比较：观察组不良妊娠结

局总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不良妊娠结局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妊娠高血压 羊水多 巨大儿 总发生率

对照组 ４２ ２（４．７６） ７（１６．６７） ６（１４．２８） １５（３５．７１）
观察组 ４２ ０（０．００） １（２．３８） １（２．３８） ２（４．７６）
χ２ １２．４６３６
Ｐ ０．０００３

２．３　两组自护能力比较：观察组足部、监测血糖、饮

食和运动自护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自护能力比较（ｘ±ｓ，分）

组别 例数 足部 监测血糖 饮食 运动

对照组 ４２ ７．９６±１．４２ ９．８５±１．６４２０．３５±２．２６１１．０８±１．７３
观察组 ４２ １１．６３±１．１８１１．２７±１．４９２５．２８±５．５７１２．５５±２．４８
ｔ １２．８８２１ ４．１５３２ ５．３１５２ ３．１５０５
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３

３　讨论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糖代谢功能会由于疾病而

出现损伤，能够造成血糖水平长期高于标准值，血糖

水平过高，能够引发流产、生长受限、早产、发育异

常、羊水过多等不良事件，此外，该妊娠期并发症能

够影响２型糖尿病的发生可能性，危害着母婴身体

健康及生命安全
［７］。大部分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血

糖控制方法即控制其日常饮食，虽然有一定的控制

效果，但由于患者身体的特殊性，导致此方案的实际

操作难度较高。故而，需要应用护理措施予以配合，

以降低难度，增加控制有效性，以确保患者的血糖控

制效果良好。

常规模式护理发挥的作用有限，无法促使血糖

控制有效性大幅度提高。行为转变理论的护理方案

可以纠正不良生活行为，该方案的优势即系统性、全

面性，属于有组织、有计划的干预方案
［８］。妊娠期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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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病患者运用行为转变理论的护理模式后，其对妊

娠期糖尿病的认知程度逐步加深，侧面增进了依从

性，血糖水平的控制效果随之提高；此外，对患者的

日常生活习惯、饮食行为、运动情况等方面的自护能

力有提升作用，良好的自护能力可以提升临床效果，

益于帮助患者形成健康合理的生活行为及饮食习

惯，此外，良好的日常运动行为有促进身体素质，提

高血糖控制有效性功效，血糖水平因此大幅度下降，

直至恢复标准范围，极大程度上改善了妊娠结局，为

患者身心、胎儿健康提供安全保障
［９－１０］。因而可知，

通过常规模式护理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实施干预

时，再予以行为转变理论的护理措施进行辅助，能够

加强护理质量及其有效性，这对于恢复患者血糖水

平，改善其妊娠结局而言有重要意义
［１１－１３］。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后两组血糖水平低于护

理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不良妊娠结局总发生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足部、监测血

糖、饮食和运动自护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杜茵欣［１４］
研究数据显示，实

施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患者血糖水平、不良母婴结局

发生率均较研究组高，自我护理行为评分较研究组

低，组间比较（Ｐ＜０．０５），这与研究组在实施常规护

理的同时，还应用了行为转变理论干预模式有关，此

项研究的结果，与本次研究结局一致。证明行为转

变理论的护理模式可以保护母婴安全，这与该护理

方案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空腹及餐后２ｈ血糖有

显著控制作用有密切联系，由此明确，行为转变理论

的护理方案有较高推广价值
［１５］。

综上所述，妊娠女性并发妊娠期糖尿病后，以常

规模式护理方案控制血糖上升的同时，再将行为转

变理论的护理方案应用于患者，能够促进血糖控制

疗效，确保胎儿正常发育，极大程度上减少了巨大儿

等不良妊娠事件，且患者的自护能力获得大幅度提

升，是推行意义较佳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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