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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妊娠期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探讨 

薛 茹 

西北大学附属医院,西安市第三医院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本文将研究妊娠期糖尿病产妇给予循证护理的应用效果，从而控制产妇血糖指标及妊娠

结果。方法 抽取我院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92 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患者及家属意愿归入常规组与干预组，各组患者 46 人，分别给予常规护理与循证护理干预，通过比较两种

不同的护理方式，比较两组产妇护理效果。结果 干预组产妇心理状态改善、血糖水平控制均优于常规组，

且并发症发生更低，护理满意度更高，（P＜0.05）。结论 临床针对妊娠期糖尿病产妇的护理工作中，开展

循证护理干预，临床护理效果理想，可有效改善产妇的心理状态，维持正常血糖水平，产妇与新生儿并发症

发生较低，产妇及家属护理满意度较高，利于提升临床护理工作质量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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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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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for pregnant 
women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so as to control maternal blood sugar index and pregnancy outcom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3, 92 cases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were classified into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wishes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46 patients in each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pectively, and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nursing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y comparing the 
tw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Results The improvement of maternal mental state and control of blood sugar level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lower,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P < 0.05). Conclusion In clinical nursing work for pregnant women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regnant women, maintain normal blood sugar level, lower maternal and newborn complications, and higher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regnant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clinical 
nursing work. 

【Keywords】Evidence-based nursing; Pregnancy period; Diabetes mellitus; Nursing effect 
 

妊娠期糖尿病是指产妇在妊娠过程中，体内糖

耐量发生异常的一种情况，与正常糖尿病患者不同，

属于特殊且独立的糖尿病类型。妊娠期糖尿病的发

病机制与不合理饮食、肥胖、缺少运动、营养过剩、

遗传等有较大关系。一旦发现妊娠期糖尿病，需及

时给予防治干预，否则会对妊娠结局产生影响，且

产妇与新生儿极易出现并发症。以往临床针对妊娠

期糖尿病产妇，通常给予体征护理。结合产妇的临

床症状进行针对性降糖处理，但其护理效果并不理

想。询证护理近几年被临床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

应用效果，询证护理更具有全面性、科学性、针对性

以及人性化，将以患者为中心，不仅注重患者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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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同时也关注患者的心理[1]。基于此，下文将进一

步探究询证护理的应用价值，从而促进护理工作的

有效开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实验选择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前往

我院就诊的 92 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入院后充分告

知患者及家属实验目的，引导患者自主加入常规组

（常规护理干预）与干预组（循证护理干预），每组

46 人。常规组基本资料：初产妇 25 人，经产妇 21
人；年龄 21-35 岁，平均年龄（25.68±3.18）岁；孕

周 27-39 周，平均孕周（36.49±2.18）；干预组基线

资料：初产妇 26 人，经产妇 20 人；年龄 20-36 岁，

平均年龄（26.21±3.37）岁；孕周 27-40 周，平均孕

周（37.35±2.32）。纳入标准：所有产妇均经临床诊

断符合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单活胎；妊娠前血

糖指标正常；自主参与实验且签署同意书，经我院

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排除标准：合并肝肾功能异

常、前置胎盘及妊娠高血压及精神障碍患者。 
1.2 方法 
常规组：常规护理干预，包括：给予患者入院、

用药、运动、饮食指导以及疾病的健康教育、病情的

观察、监听胎儿健康情况等，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宣

教的方式写成宣传手册、口头以及电子信息等方式。

干预的时间根据病人入院时间定夺[2]。 
干预组：给予循证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包括： 
（1）针对孕妇的情况成立护理小组：包括护士

长、组长以及各层级护士，由护士长统一进行系统

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循证护理相关知识，妊娠期相

关知识及文献等。 
（2）发现护理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方案：根据

临床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加上病人口述病程变化等，

提出以下问题：①孕妇及家属对于妊娠期糖尿病缺

乏正确的认知，产生情绪的不稳定，加重病情；②孕

妇运动的方式以及运动量不足，导致病情控制不佳；

③孕妇的饮食不平衡，饥饿导致饥饿性酮体；④孕

妇抵触使用胰岛素治疗，导致血糖控制不佳；⑤孕

妇病情控制不佳，导致母儿并发症的出现[3]。 
（3）循证支持：根据提出的问题寻找国内外相

关文献数据库，查找相关文献进行论证支持，结合

临床的经验，进行分析、筛选出适宜的护理方案。 

（4）循证护理实践：根据循证支持的文献及临

床经验，针对不同病症孕妇设定个性化护理方案[4]： 
①对于孕妇及家属进行通俗易懂地讲解妊娠期

糖尿病的临床表现、发病体质、治疗要点以及危害

性，需要孕妇及家属引起重视，积极配合治疗； 
②引导孕妇调整作息，对饮食进行严格安排，

需要平衡饮食，饮食多样性。合理地进行蛋白质、碳

水、维生素矿物质的摄入，限制高糖食物，多餐少

量、使孕妇无饥饿感，但要避免孕妇每日摄入量达

标，因为胎儿的主要营养所需都是来自母体，不要

危及胎儿健康[5]； 
③孕妇要适当运动来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但

要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适量的运动，运动时可根据

身体的情况做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运动要有间

歇感受身体的情况来进行下一步运动方案； 
④对于运动及饮食血糖控制不理想的孕妇，还

需要胰岛素进行控制血糖，但要明确使用胰岛素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注意事项一定要跟家属详细讲

解，并告知孕妇积极配合治疗； 
⑤孕妇如产生不良情绪反应，要跟孕妇积极沟

通，告知孕妇配合治疗的重要性，适度地疏导孕妇

的心理压力，使其建立信心，保持孕妇[6]的心情舒畅； 
⑥积极配合医生进行血糖监测，加强母胎监护，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有异常及时报告医生，对于胎

儿的胎心情况，指导孕妇自数胎动，定期进行 B 超、

胎监监测胎儿的发育情况，胎儿分娩后及时喂奶并

检查血糖，预防低血糖的发生，如依法僧要及时处

理，避免并发症。干预时间：根据入院情况定夺，如

当天一起检查正常，当天就可干预，如检查项目较

多，检查结果滞后，因此选择入院后第一天来说干

预到出院当天[7]。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产妇护理前后心理状态改善情况。 
观察两组产妇护理前后血糖指标变化情况。 
观察两组产妇并发症发生情况。 
观察两组产妇及家属满意度情况。 
1.4 评判标准 
评估心理状态，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及抑郁自评

量表对产妇进行评估，各项分值满分 50 分，评分越

高则说明产妇心理状态越差。 
评估血糖指标，包括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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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产妇并发症，包括胎膜早破、妊娠期高血

压、羊水过多、产后出血。 
评估满意度，包括护理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技

能操作、交流沟通，利用我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评价

量表，每项满分 100 分，评分越高则说明满意度越

高[8]。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3.0 软件对本次实验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其中心理状态、血糖指标、满意度对比采用

t 检验，并发症发生率对比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状态改善 

见表 1，经护理后，干预组焦虑与抑郁评分均低

于常规组，（P＜0.05），干预组产妇心理状态表现

更好。 
2.2 血糖指标变化 
见表 2 数据，护理前两组产妇血糖指标无显著

差异（P＞0.05），护理后，干预组血糖指标改善效

果远优于常规组（P＜0.05）。 
2.3 并发症发生比较 
表 3 数据显示，干预组并发症发生率 8.7%远低

于常规组 34.78%，（P＜0.05）。 
2.4 护理满意度比较 
表 4 数据说明，干预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常规组，

（P＜0.05）。 

表 1  两组产妇护理前后心理状态改善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n）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常规组 46 41.56±2.28 29.27±2.47 40.18±2.77 28.64±2.96 

干预组 46 41.28±2.47 13.05±2.07 41.34±2.66 12.05±1.09 

t 值 - 2.628 12.927 3.195 2.358 

P 值 - 0.086 0.001 0.927 0.001 

表 2  两组产妇护理前后血糖指标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n）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 2h 血糖（mmol/L）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常规组 46 9.28±1.25 5.55±1.69 11.34±2.68 7.24±1.24 

干预组 46 9.34±1.82 4.35±1.56 11.12±2.38 6.24±1.03 

t 值 - 2.924 11.284 3.456 12.095 

P 值 - 1.962 0.002 1.065 0.001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n） 胎膜早破 妊娠期高血压 羊水过多 产后出血 发生率 

常规组 46 3 5 4 4 16（34.78） 

干预组 46 1 1 1 1 4（8.70） 

χ2 - - - - - 8.634 

P - - - - - 0.001 

表 4  两组产妇护理满意度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n） 服务态度 服务质量 技能操作 交流沟通 

常规组 46 85.14±2.33 83.15±2.44 83.24±2.18 84.64±2.64 

干预组 46 95.37±2.45 95.68±2.82 95.31±2.41 95.27±2.31 

t 值 - 13.524 11.024 12.827 11.381 

P 值 - 0.002 0.001 0.001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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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次实验将患者分为两组，给予常规护理与循

证护理干预，通过结果数据可知：经护理后，干预组

焦虑与抑郁评分均低于常规组，（P＜0.05），干预

组产妇心理状态表现更好；护理前两组产妇血糖指

标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干预组血糖指

标改善效果远优于常规组（P＜0.05）；干预组并发

症发生率 8.7%远低于常规组 34.78%，（P＜0.05）。 
干预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常规组，（P＜0.05）。

数据可说明循证护理的应用，不仅对产妇的临床症

状进行对症处理，也能更加针对性、人性化实施护

理，满足产妇的合理需求，使产妇以良好的心态去

面对生产。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的应用，可显著改善妊娠

期糖尿病产妇的心理状态及血糖指标，利于降低并

发症的发生，临床可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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