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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早期饮食和运动联合干预降低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的初步研究 

甘焱宁 

贵阳市乌当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探讨降低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中采取早期饮食及运动干预的效用价值。方法 此次研究

共选取 142 例孕妇进行对比实验，采取摇号方式将其分为沿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以及在妊娠期实施早期饮

食和运动联合干预的观察组，对比两组患者妊娠期糖尿病发生情况。结果 经研究表明，观察组 GCT 值及

异常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糖耐量异常发生率（P＞0.05），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以及糖耐量

异常发生率经对比有显著差异表现，总有效率分别为 65.43%、88.73%，（P＜0.05）。结论 对于妊娠期孕

妇而言，在其妊娠早期阶段护理中在其饮食及运动方面给予科学合理的指导，可大大降低糖尿病的实际发

生情况，从根本上保障了产妇及新生儿的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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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combined intervention of diet and exercise in early pregnancy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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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utility value of early diet and exercise intervention in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Methods A total of 142 pregnant women were selected for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in this study,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that continued to use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that received early diet and exercise combined intervention during pregnancy. The incidence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compared. Happening. Results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GCT value and abnormal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abnormal glucose toler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incidence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and the incidence of abnormal glucose tolerance were compare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erformance,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were 65.43% and 88.73%, respectively (P<0.05). 
Conclusion For pregnant women, giving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guidance on diet and exercise in the early stage 
of pregnancy can greatly reduce the actual occurrence of diabetes, and fundamentally protect the life and health of 
mothers and newbo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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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妊娠期糖尿病主要指的是孕妇在妊娠期

糖代谢处于正常范围内，而在妊娠后血糖值发生明

显变化，一般情况下为避免此病症的发生，还应当

充分了解每位孕妇的家庭遗传病史，并结合孕妇的

实际情况以及检测指标等信息在生活方式上进行调

理，可采取饮食控制、适量运动方式来有效地帮助

孕妇控制血糖，避免对胎儿的生长发育造成影响。

本次研究对比了两种不同护理干预模式的差异表

现，以文字描述、数据表示、表格对比的方式展开，

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我院共计抽调 142 例在孕科门诊接受

早孕检查并建档的产妇，时间段为 2020年 3月~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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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为了方便疗效对比，将 141 例孕产妇分为

人数对等的两组，每组各行一种护理模式，观察其

实际效果。实验开始前，我院将所以参与实验孕妇

的年龄以及孕周均进行详细记录，具体如下： 
①年龄分布：平均年龄为（27.16±4.01）岁、

（26.97±3.84）岁。 
②平均孕周：平均孕周（7.2±1.5）周、（6.9

±1.7）周。 
纳入对象均为初产妇，孕周不高于 10 周，所有

孕妇对此次实验知情并签署相关同意书。排除具有

其他器质性疾病、已有糖尿病史、交流不畅、无法

跟踪随访患者。两组患者的临床线性资料相比具有

同质性（P＞0.05），此次研究有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沿用常规干预方法，主要是辅助孕妇展

开各项检查，并根据其实际情况在饮食、运动方面

给予相应的指导，告知其相关注意事项，采取健康

知识讲座的方式将 GDM 病因机制、孕期保健相关

知识以及各并发症的预防及控制方式等相关知识为

产妇讲解，同时加强与患者沟通交流，了解其心理

状态并展开针对性心理疏导，以此来促进其身心健

康发展[1]。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饮食及运动联合

干预方式，以此来起到最大程度降低孕妇妊娠期糖

尿病发生率，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①饮食指

导，虽然孕期对饮食的营养要求较高，但若超出标

准量可能会导致各不良事件发生，对此就需积极展

开干预，首先需对孕妇展开健康教育，告知其营养

结构方案合理的重要性，并做好饮食搭配指导工作，

多数孕妇会对低糖、低脂不甚理解，在此就还需进

行详细讲解与说明，使得孕妇能够对一些潜在危险

因素有一定的了解。因每位孕妇情况有着一定差异

性，对此还应当结合孕妇的体重、孕周情况为其制

定科学合理的饮食结构方案，并视情况做出调整，

以此来保证其相符性与可行性。一般情况下每日饮

食总能量应当在 1800~10000 卡路里，其中碳水、蛋

白质、脂肪占 50%、15~20%、30%左右，采取少食

多餐的方式，每日用餐量 6 次，占比分别为 20%、

40%、20%，需保证每餐饮食结构的均衡性，在此过

程中可根据孕妇喜好对饮食方案进行调整[2]。②运

动干预，在制定运动方案及选择运动方式时，还应

根据孕妇的年龄、孕周、体重等情况而定，并明确

各项运动的运动强度、频率等，一般情况下多为散

步、瑜伽、健身操为主，建议用餐后 1 小时进行运

动，每次活动时间不得高于 30min，在此需注意的

是，因产妇相对较为特殊，在其活动期间应在旁做

好保护工作，确保其绝对安全性，避免摔跤等问题

发生，若选择游泳活动时，还应当查看卫生条件，

并控制好水温，以免以温度较低出现肌肉痉挛问题

发生。定时对孕妇及胎儿的各项生命指征进行检测，

掌握其实际情况，并对运动方案进行调整[3]。 
1.3 观察指标 
两组孕产妇均在 24~27 周内进行糖尿病检测筛

查，首先进行 GCT 糖耐试验，要求产妇在五分钟内

饮用完 200 毫升糖水，其中加入 50 克葡萄糖粉，然

后在 1 小时后进行血糖检验，抽检方式为静脉抽取，

正常值在 7.8mmol/L,若超出标准范围内但低于

11.1mmol/L 就需展开 OGTT 检测；血糖高于

11.1mmol/L 时需对患者的 FPG 水平进行检测，若所

得结果＜5.8mmol/L 后再行 OGTT；一旦检测结果高

于 5.8mmol/L 时，表明患者为妊娠期糖尿病病症。

然后采取 OGTT 方式进行检测，在展开试验前 3d
患者可正常饮食，而试验前 1d 晚上时需提前八小时

禁食禁水，需注意避免剧烈运动以及含有咖啡因的

饮品，处于静坐状态 30min 后即可抽取静脉血，然

后将 300 毫升水与 75 克葡萄糖粉相融合，并在五分

钟内饮用完毕，分别在 30min、1h、2h、3h 四个时

间点抽取其静脉血，测量血糖值，标准值分别为 5.6、
10.3、8.6、6.7mmol/L，对患者测量所得数值进行对

比分析，若其中任意两个时间点血糖值高于标准值

即可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若其中单个时间点高于

标准准即可人的为糖尿量异常。 
1.4 统计学处理 
在此次研究实验中进行统计学处理时可采取

SPSS21.0，计量资料等各项指标可用（x±s）表示，

计数资料可用[n，（%）]表示，将 t 及 X2 作为检验

所用。数据之间具有较大差异且有着统计学意义，

可利用（P＜0.05）表示。 
2 结果 
2.1 通过所记录的数据来看，两组 GCT 检测时

间无明显差异（P＞0.05）。与对照相比，观察组

GCT 值以及异常例数均相对较低，异常率分别为

42.25%、22.54%，组间经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
具体数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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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将两组患者各指标进行整合分析后可

见，观察组妊娠期糖尿病发生例数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糖尿量异常例数为经对比无统计学差

异（P＞0.05）。两组经干预后有效率分别为 65.43%、

88.73%，数据之间有一定差异表现（P＜0.05）。如

表格 2 所示。 
表 1 GCT 检测结果比较（n/%），（x±s） 

组别 n GCT 检测时间（周） GCT 值（mmol/L） GCT 异常例数 GCT 异常率（%） 

对照组 71 26.01±1.35 8.83±4.02 30 42.25 

观察组 71 26.17±1.42 7.46±2.34 16 22.54 

X2  0.372 11.396 9.125 8.263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妊娠期糖尿病发生情况比较（n/%），（x±s） 

组别 n GDM 例数 GIGT 例数 有效率（%） 
对照组 71 12 6 65.43 
观察组 71 5 3 88.73 

X2  7.189 0.453 10.179 
P 值  ＜0.05 ＞0.05 ＜0.05 

 
3 讨论 
在当前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人们的生活

水平也得到有效提升，在饮食结构多样化背景下，

可选择性也越来越多，而若未及时做出节制，会引

发各疾病发生，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给人

们的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当然在妊娠期亦是如此，

因在处于妊娠期阶段，多数孕妇因缺乏相应的知识，

不仅饮食不节制、活动量也越来越少，在两者失衡

下，孕妇体内营养过剩，体重明显增长，代谢功能

也会出现异常，而这也是导致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的

主要因素。近些年来，该疾病的发生率明显提升，

引发早产、流产、巨大儿、新生儿窒息等不良妊娠

结局[4]。对此为避免以上问题的发生，还应当积极

展开干预，在前期即在饮食、运动方面给予其相应

指导，在保证母婴健康条件下，尽量满足其机体营

养血气，同时适量运动也可提升孕妇身体素质，避

免体重过度增长情况出现，为后期分娩顺利性提供

有力保障，最大程度减少各不良事件的发生[5]。 
综上所述，经过研究后表明，在妊娠早期即开

始在饮食及运动展开干预，不仅能够有效保证孕妇

血糖以及各指标的稳定性，更可大大降低妊娠期糖

尿病的发生率，减少不良结局出现，保障孕妇与胎

儿的生命健康。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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