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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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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提高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护理质量为研究目标，在临床中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明确其对妊娠

期糖尿病患者的影响。方法 以 2023 年 1 月-12 月时间段中于院内接受诊疗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分析对象，共

计 71 例，按照诊疗先后顺序设置成对照组（37 例）、观察组（34 例），分别以常规手段、综合护理干预手段实

施两组护理干预，对干预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凝血功能指标、血液循环指标、糖脂代谢指标方面，两组相比，观

察组各项值更佳（P<0.05）。结论 在临床中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有利于改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凝血功能指标、血

液循环指标，可促进糖脂代谢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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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pregnant women with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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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re for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to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to clarify its impact on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Methods A total of 71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who receiv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analysis objects, and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37 
cases) and observation group (34 case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wo group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s were implemented by conventional means an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ns, and the 
intervention situation was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 the values of coagulation function index, 
blood circulation index and glucose lipid metabolism index were bett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is beneficial to improving coagulation function index and blood 
circulation index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and ca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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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为妇产科常见疾病，在给予患者治

疗措施的同时，还需要做好相关护理工作[1]。在实际护

理中需要重视饮食、运动、情绪、药物等方面对病情控

制重要影响，积极采取相应护理措施强化这些方面护

理管理，从而对血糖进行有效控制，避免病情恶化，为

孕妇与胎儿生命健康提供保障[2]。 
文中以提高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护理质量为研究目

标，在临床中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明确其对妊娠期糖尿

病患者的影响，希望可以推动妊娠期糖尿病相关护理

研究发展，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3 年 1 月-12 月时间段中于院内接受诊疗的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分析对象，共计 71 例，按照诊疗

先后顺序设置成对照组（37 例）、观察组（34 例）。

年龄范围方面，两组年龄：20 岁≤年龄≤37岁，观察组

均值（30.43±0.33）岁，对照组均值（30.45±0.31）岁；

孕周方面，两组病程：34 周年≤病程≤39周，观察组均

值（37.02±1.90）周，对照组均值（36.81±2.13）周； 
体重指数方面，观察组均值（22.68±0.71）（k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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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均值（22.70±0.75）（kg/m2）。经统计学系统处

理两组基础资料相关数据信息后证实可比性高

（P>0.05）。此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审批。择

取要求：临床综合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资料齐全。剔

除要求：资料缺失。 
1.2 方法 
1.2.1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手段 
按照常规标准做好病房巡视工作，口头告知患者

用药、饮食、运动等方面相关注意事项，提醒保持良好

情绪，定期对血糖进行监测。 
1.2.2 观察组行综合护理干预手段 
①完善护理人员管理机制，要求护理人员定期参

与专业培训学习活动，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其专业水平

及综合素质，能够全面掌握并灵活应用相关综合护理

干预措施、专科护理措施，清楚自身责任，对自身护理

行为进行主动规范。 
②健康教育方面：给予患者疾病健康知识手册，在

患者翻看完后，了解患者存在的问题，将问题相关健康

知识制作为幻灯片或者短视频，对患者进行播放并详

细讲解；采取模型讲解及模拟演示方式告知患者疾病

机制及危害，使其正确对待疾病；进行病案讲解，强调

饮食、运动、情绪、药物等对病情控制重要影响，提高

依从性。 
③饮食指导方面：制定个性化饮食计划，确保患者

摄入平衡营养物质，对碳水化合物摄入量进行合理控

制，鼓励患者分餐进食，避免过度摄入高糖、高脂、高

盐食物，保持清淡饮食习惯。 
④药物指导方面：将同时期病情控制较好患者作

为榜样，以此对患者强调规范用药对病情控制重要性，

可将药物具体使用方法写在便利贴上并张贴于对应药

物上，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 
④运动方面：结合患者实际情况，鼓励患者选择散

步、瑜伽、游泳等方式进行适量运动，合理控制运动时

间及运动强度，在运动过程中监测机体变化，一旦出现

异常立即停止。 
⑤情绪管理方面：与家属保持良好沟通，鼓励家属

多陪伴、关心患者，给予患者充分关爱、照护与尊重；

积极组织病友交流活动，为患者提供与他人交流机会，

帮助获取社会支持，减轻不良情绪。 
⑥血糖监测方面：在进行血糖监测过程中，对患者

进行演示，帮助其掌握个人血糖监测方法，使其了解血

糖变化所代表的含义，让患者学会如何合理评估病情。 
1.3 判断标准 
（1）收集空腹状态下静脉血 5ml，经血液学分析

仪自动化分析后检测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凝血酶

原时间、血清纤维蛋白原等凝血功能指标；进行血细胞

形态学检查，将采集的血液标本制成薄片，在显微镜下

观察血浆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比容等血液循环指

标。（2）收集两组血液样本，按照相关标准完成各项

糖脂代谢检查，包括包括空腹血糖指标、餐后 2h 血糖

指标、糖化血红蛋白、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数据，t 和x±s 为连续性

变量中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卡方和%为计数资

料，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或价值。 
2 结果 
2.1 凝血功能指标及血液循环指标分析 
凝血功能指标及血液循环指标方面，两组相比，观

察组各项值更佳（P<0.05）。如表 1 所示。 
2.2 糖脂代谢分析 
糖脂代谢指标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低

（P<0.05）。如表 2 所示。 
3 讨论 
从临床实际来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会因为疾病

导致机体糖脂代谢发生异常变化，同时患者机体中凝

血指标及血液循环指标均存在异常波动。在对患者进

行治疗及护理时，需要关注患者凝血指标、血循环指

标、糖脂代谢指标等变化[3]，为效果评估提供重要参考。 
表 1  比对两组凝血功能指标及血液循环指标（x±s） 

组别 例数 

凝血功能指标 血液循环指标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s） 

凝血酶原时间

（s） 

血清纤维蛋白原

（g/L） 

血浆黏度

（mPa·s） 

全血黏度

（mPa·s） 

红细胞比容

（%） 

观察组 34 32.02±0.17 13.01±0.10 4.41±.0.09 1.24±0.17 4.54±0.32 44.02±1.85 

对照组 37 27.48±0.11 9.78±0.07 5.17±0.21 1.60±0.44 5.12±0.46 41.01±0.52 

t  134.677 158.705 19.511 4.471 6.115 9.502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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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对两组糖脂代谢（x±s） 

组别 例数 
空腹血糖指标

（mmol/L） 

餐后 2h 血糖指标

（mmol/L） 

糖化血红蛋白

（%） 

总胆固醇

（mmol/L）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mmol/L） 

观察组 34 5.34±0.41 6.99±1.01 7.04±0.31 2.53±0.27 2.98±0.13 

对照组 37 6.83±0.55 8.61±1.11 7.88±2.01 3.06±0.38 3.92±0.25 

t  12.850 6.412 2.409 6.720 19.615 

P  0.001 0.001 0.018 0.001 0.001 

 
在开展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护理工作时，主要会采

取常规模式进行，虽然有利于治疗顺利进行，但是不能

充分发挥护理价值。综合护理干预模式在临床中的应

用，会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多方面因素对患者

影响，制定全面的、有效的护理方案，提高护理效果[4]。

结合文中研究结果，凝血功能指标及血液循环指标方

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佳（P<0.05）。糖脂代

谢指标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低（P<0.05）。
提示，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护理中应用综合护理干预

措施，效果较佳。 
究其原因，通过完善护理人员管理机制，确保护理

质量[5]。综合利用多种方式开展健康教育，让患者正确

对待疾病，清楚饮食、情绪、运动、药物等对病情控制

重要影响，使其可以主动改善自身行为，提高护理配合

度[6]。强化饮食引导，让患者形成健康饮食习惯，减少

糖分及脂肪摄入，控制血糖和血脂水平，适量增加高膳

食纤维和低饱和脂肪食物摄入量，有效改善血液循环

及糖脂代谢，减少动脉硬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7]。通过

强化运动指导，促进血液循环，提高血管弹性，增加血

液氧供，促进毛细血管扩张，提高血液流动性，减少血

液黏稠度[8]。 
积极采取相应心理疏导措施减轻情绪波动对自主

神经活动的影响，避免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减少肾上腺

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等应激激素增加致血小板聚集和凝

血因子激活情况出现，改善凝血功能及血液循环[9]。加

强药物指导与血糖监测，确保患者严格按照医嘱使用

药物，结合血糖监测结果合理评估效果，加强整体治疗

效果，促进康复，帮助患者将血糖及血脂等相关指标控

制在合理范围，有效改善糖脂代谢，避免病情恶化[10]。

但是文中纳入例数较少，存在局限性，需要对应用价值

进一步分析，明确效果。 
综上所述，在临床中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有利于改

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凝血功能指标、血液循环指标，可

促进糖脂代谢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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