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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合并糖尿病并发妊娠高血压的临床治疗效果及并发症的影响研究 

黄 晶 

江宁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江苏南京 

【摘要】目的 对妊娠合并糖尿病并发高血压的治疗效果进行评价，明确对患者并发症的影响。方法 选择本

中心在 2023 年 1 月份至 2023 年 12 月份收治的 80 例患者进行研究，研究为期一年，将患者分成两组，对照组与

实验组，每组患者的数量为 40 例，对照组：常规治疗，实验组：针对性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以及并发

症发生率。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效果高于对照组，且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组间数据统计，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为妊娠合并糖尿病并发妊娠高血压的患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可以提高治疗的效果，减

少并发症的产生，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值得推广、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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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clinical treatment and complication of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mellitus 

Jing Huang 

Jiangning District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Service Center,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and hypertension, 
and clarify the impact on the complications of patients. Methods 80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center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which lasted for one year.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a total of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targeted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efficacy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Providing targeted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and pregnancy induced hypertension can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meet the treatment needs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and 
recomm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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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女性而言，一旦受孕，机体性激素的分泌量会

逐渐增加，加上机体组织外周会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情况。

随着女性孕周的增加，机体分泌的雌、孕激素水平逐渐

增加，使得机体可以分泌更多的胰岛素，以确保糖代谢

处于正常的状态。而个体差异不同，对于胰岛素的代偿

能力也会存在差异，一旦孕妇代偿能力偏低时，会引发

糖代谢异常，或者孕妇的胰岛素敏感度相对较低，会增

加患者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对于妊娠期高血压的

患者而言，会出现高血压、蛋白尿、浮肿，严重的患者

会出现抽搐、昏迷甚至会出现母婴死亡的情况。妊娠期

糖尿病分为两种情况，即患者在妊娠前就已经患有糖尿

病，另一种是因为妊娠期间因为糖代谢异常导致的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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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但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近年来该病的发病率有所

上升。若患者发生胰岛信号受损时，会破坏患者的血管

内皮细胞，患者出现妊娠高血压的风险增加，若妊娠糖

尿病合并高血压会导致患者出现尿路感染，此时患者的

羊水量异常增加，胎儿窒息的风剑增加，影响母婴的预

后[1]。故为妊娠糖尿病并发妊娠高血压的患者提供有效

的治疗十分重要，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研究患者的数量为 80 例，研究的起始时

间为 2023 年 1 月份，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份，研

究为期一年，年龄 23 岁至 35 岁，平均年龄为 28.65±
2.32 岁，初产妇 56 例，经产妇 24 例，平均孕周在（35.72
±1.59）周，均为单胎妊娠，无任何其他慢性疾病。分

析所有患者的基础资料，并细划分析，P>0.05。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符合妊娠糖尿病并发高血压的

诊断标准；患者及家属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精神健康。 
排除标准：患者发生了严重的心脏、肝脏、肾脏等

器质性的或者功能性的疾病；患者发生系统性疾病；凝

血功能出现了障碍；严重认知障碍；依从性较差的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提供物理干预，结合患者的血糖血压以

及体重情况，为患者制定日常饮食计划，控制每日盐分

的摄入，选择纤维、蛋白、维生素含量较高的食物，对

于血脂水平较高的患者应减少脂肪的摄入，提醒患者坚

持少食多餐。制定相应的运动计划，保证每日进行有氧

运动，但不得剧烈的运动，有效的控制自身的心率水平，

避免患者过于劳累[2]。 
实验组患者在物理干预的基础上提供药物治疗，具

体包括：1、饮食干预，结合孕妇的个人喜好，给予有效

的饮食干预，在明确孕妇的血压以及血糖水平的情况下，

依据其身高、体质量和怀孕的周期等各项参数对其饮食

进行管理，多摄入蛋白质或者维生素，使得机体得到足

够的膳食纤维，日常多饮水，使得患者机体代谢功能可

以正常运转，同时适量的提升叶酸以及铁元素水平[3]；

2、记录患者的血糖水平，合理使用胰岛素，在注射胰岛

素的过程中应记录患者的体质量，在患者就餐前的半小

时开展皮下注射，合理的服用硝苯地平缓释片，每次服

用 20mg，结合患者病情的进展，适量调整剂量，最高不

得超过 60mg，除此之外，为患者提供硫酸镁 10mg 联合

浓度为 5%的葡萄糖注射液静脉滴注，若患者有抽搐情

况的发生应提供适量的镇定类药物[4]；3、有效的运动指

导，护理人员应充分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有效的

运动，结合患者的体能情况，适当调运动时间，可以在

餐后 1 小时进行慢跑，散步，或者进行肢体伸展，确保

患者的心率稳定，但不得进行强度过高的运动[5]。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值、餐后 2h 血糖值、蛋

白尿值、血压情况以及并发症。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涉及到的计数用 n%表示，检验通过 χ2。

计量资料使用（�̅�𝑥±s），检验通过 t，参与本次研究的患

者数据均通过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0.05，
符合统计学意义，可以进行研究。 

2 结果 
（1）治疗前，两组患者各项指标差异不大，P>0.05，

治疗后实验组患者各项指标优于对照组，P<0.05。如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的血糖、血压以及尿蛋白情况(�̅�𝑥±s） 

组别 
实验组（n=40） 对照组（n=4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空腹血糖（mmol/L） 8.94±2.24 4.65±1.18 8.92±2.18 6.26±1.23 

餐后 2h 血糖（mmol/L） 9.36±2.52 6.34±1.53 9.24±2.47 8.24±1.41 

蛋白尿(g/24h) 0.54±0.13 0.35±0.12 0.54±0.11 0.45±0.28 

舒张压(mmHg) 106.18±13.21 84.12±9.41 106.19±12.98 91.25±8.21 

收缩主(mmHg) 152.36±14.29 120.72±14.53 151.36±12.29 135.54±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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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n（%）] 
组别 胎膜早破 产后出血 羊水过多 酮症酸中毒 产后感染 发生率 

对照组（n=40） 4（10.00%） 2（5.00%） 1（2.50%） 1（2.50%） 2（5.00%） 10（25.00%） 

实验组（n=40） 1（2.50%） 0（0.00%） 0（0.00%） 1（2.50%） 1（2.50%） 3（7.50%） 

 
（2）实验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更低，P<0.05。如

表 2。 
3 讨论 
妊娠期合并糖尿病并发高血压，其发病阶段为妊娠

过程中的糖尿病，具有一定的隐匿性，随着患者妊娠周

期的增加，疾病的症状逐渐呈现，而且患者在存在糖尿

病的过程中，出现了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出

现糖尿病与其机体胰岛素分泌异常有关，患者的胰岛素

分泌量下降，机体对胰岛素的改变无法有效的适应，对

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而言，其胰岛素分泌处于异常的状

态，继而患者机体的代谢功能也出现了异常，该种情况

会损伤患者的血管，使得内皮细胞的通透性增加，该阶

段产妇发生血栓抵抗能力下降，增加其出现血栓的风险
[5]。对于产妇而言，一旦出现机体异常，会影响新生儿

的健康，发生各类并发症的风险增加，常见的胎儿窒息、

窘迫、低血糖、高胆红素血症等，若病情严重时，会增

加强儿发生死亡或者畸形的风险。妊娠期高血压亦称之

为妊高症，该病在影响新生儿的同时也会影响产妇的生

命和健康[6-7]。 
有研究发现，妊高症会增加产妇死亡的风险，导致

妊娠高症的因素较多，比如产妇的胎盘、胎儿、产妇的

自身因素等，而受到免疫功能的影响或者异常细胞的侵

袭，亦会引发妊娠高症。而遗传因素或者孕妇机体维生

素 C 摄入不足，也会增加该病的产生。和正常的孕妇相

比，若产妇出现糖尿病时，会导致其出现高血压，一旦

出现高血压，会导致糖代谢功能异常，两种疾病之间会

出现相互作用的情况，而且疾病之间也会相互影响[8-9]。

有研究发现，在孕妇的孕周进入到 15-20 周之间时，出

现妊娠高血压的机率与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呈现正

比的状态，而尿胆白、水肿会受到血压的升高引发妊娠

高血压。而妊娠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时，会导致其子宫以

及胎盘出现缺血的情况，引发胎儿出现缺氧的症状，对

胎儿的生命健康造成影响，胎儿出现窒息的风险增加[10]。

故有效的诊断妊娠合并糖尿病并发高血压疾病，并给予

有效的治疗方案，在孕妇生产之前进行检测，提供健康

的饮食方案，合理的用药措施，使得孕发的免疫力得到

提升，更好的控制血压以及血糖，使其出现并发症的机

率下降。 
本文通过对两组产妇提供不同的干预措施后，实验

组产妇的血糖、血压水平更为稳定，蛋白尿发生率也更

高，分析两产妇的并发症发生率，实验组产妇出现并发

症的机率更低。 
综上所述，对于妊娠合并糖尿病并发妊娠高血压患

者提供合理的治疗干预，可以稳定其血压以及血糖水平，

降低产妇出现并发症的机率，促进其恢复，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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