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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基线资料
80例研究对象选自 2020年， 均为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符

合《妇科学》诊断标准[1]。 纳入标准：(1)孕妇知情同意配合；(2)
单胎妊娠；(3)伦理委员会批准。 排除标准：(1)代谢性疾病者；
(2)其他原因所致机体功能失常者。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每组 40例。 对照组：孕妇年龄 22～35岁，平均(27.60±
4.50)岁；孕周 25～32周，平均(27.50±3.50)周。 观察组：孕妇年
龄 22～37岁，平均(28.20±4.30)岁；孕周 23～32周，平均(28.30±
3.30)周。 两组孕妇基线资料比较，P ＞0.05。

1.2方法
对照组：产前健康教育干预。 护理人员以口头宣教、发放

宣传手册、举办健康讲座等方式，普及妊娠糖尿病知识，以提
升孕妇的疾病认知、自护能力。在沟通交流中了解孕妇的生活
相关习惯，进行饮食、运动指导，叮嘱孕妇定时进行产检、血糖
监测；帮助孕妇制定科学的饮食方案，引导孕妇餐后 1h进行
30min左右的有氧运动。

观察组：辅助家庭跟进式护理。 组建家庭随访小组，护士
长任组长，小组成员综合护理经验、中国知网等专业资料检
索，为孕妇为患者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居家期间的护理干预。
护理人员、产科医师、营养师制定孕妇的营养治疗计划，以电
话形式进行指导以及随访调查，嘱咐孕妇记录每日饮食，多食
荞麦、玉米面等粗粮，多食深绿色蔬菜，主餐外加餐 2～3 次低
糖食物。

两组妊娠糖尿病孕妇干预至分娩结束。
1.3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孕妇的血糖水平变化情况以及母婴不良结局情

况。
1.4数据分析
基于 SPSS19.0软件导入孕妇观察指标，母婴不良结局以

例(n)、率(%)的形式描述，血糖水平以均数(Mean Value)±标
准差(Standard Deviation)(x±s)描述，采用(χ2)和(t)检验，统计
学意义为 P ＜0.05。

2结果
表 1 组间血糖水平改善情况对比(x±s)

2.1血糖水平比较
两组妊娠糖尿病孕妇的血糖水平变化情况见表 1。观察组

均优于对照组，P ＜0.05。
2.2母婴不良结局比较
观察组：产妇并发症 5.00%，其中妊高症 1例、胎膜早破 1

例；新生儿不良结局 5.00%，其中巨大儿 1例、宫内窘迫 1例。
对照组：产妇并发症 25.00%，其中妊高症 4例、羊水过多

4例、胎膜早破 2例；新生儿不良结局 27.50%，其中巨大儿 5
例、宫内窘迫 4例、新生儿窒息 2例。

经统计学计算，χ2=6.2745、7.4397，P ＜0.05。
3 讨论
女性妊娠期间基于生理变化、饮食等因素，会发生诸多

并发症，尤其是妊娠糖尿病[2]。妊娠期糖尿病即不同程度糖耐
量异常所致的高血糖水平，患者有多饮、多食、多尿等表现，
严重危害母婴健康[3]。 所以，需加强对妊娠糖尿病孕妇的管
理。 产前健康教育即怀孕期通过有计划的教育、社会活动，规
范患者生活，提高患者自护能力[4]。家庭跟进式护理即家庭环
境下的护理需求，通过实施持续性的护理干预，进一步规范
患者居家生活，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相关研究指出，产前健
康教育与家庭跟进式护理联合实施，进一步控制和降低了妊
娠糖尿病孕妇的血糖水平，降低了不良妊娠结局发生风险[5]。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的血糖水平平
稳、产妇并发症少、新生儿不良结局少，P ＜0.05。

综上所述，妊娠期糖尿病增加母婴不良结局风险，加强
健康教育与家庭护理指导，可以在稳定患者血糖的基础上改
善分娩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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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产前健康教育联合家庭
跟进式护理对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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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妊娠糖尿病特点，评价产前健康教育+家庭跟进式护理对孕妇血糖水平、分娩结局等方面的影响。 方法：
选择我院妇产科 2020年 1月至 7月期间产检的 80例妊娠糖尿病孕妇为研究样本，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0例；对
照组采取产前健康教育，观察组辅助家庭跟进式护理，各 40例，比较两组研究对象的血糖水平等护理效果。 结果：组间血糖水
平比较，观察组患者的空腹、餐后 2h血糖、糖化蛋白水平平均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组间不良妊娠结局比较，观察组
产妇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新生儿不良结局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0.05)。 结论：在产前健康教育的基础上辅助家庭
跟进式护理，可以改善和稳定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的血糖水平，提高母婴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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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80）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2h 血糖（mmol/L） 糖化血红蛋白（％）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7.01±1.20 5.20±1.01 9.80±1.50 7.60±1.05 6.70±0.30 5.15±0.20
对照组 6.99±1.15 6.70±1.05 9.70±1.65 9.30±1.15 6.72±0.28 6.60±0.25

t 0.0761 6.5116 0.2836 6.9044 0.3082 28.6442
P 0.9395 0.0000 0.7775 0.0000 0.7587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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