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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评估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实施运动疗法与心理护理联合干预的应用价值。方法：此次研究工作为2022年2
月至2023年2月期间，我院所纳入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收治数量为72例，按照奇偶法方式将其划分成2组，命名为试验组

和常规组，分别纳入36例，常规组运用常规护理，试验组患者选择运动疗法与心理护理联合干预，针对试验组与常规组的

干预前后血糖指标、心理状态、不良分娩结局情况实施组间对照。结果：（1）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干预前血糖指标对比结果

显示为P值＞0.05，不具备显著的二组差异性。试验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干预后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低于

常规组患者，期间校验值显示为P值＜0.05，结果充分证实组间差异存在。（2）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干预前心理状态对比结

果显示为P值＞0.05，不具备显著的二组差异性。试验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干预后焦虑情绪、抑郁情绪状态评分低于常规组

患者，期间校验值显示为P值＜0.05，结果充分证实组间差异存在。（3）试验组（8.33%）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胎膜早破、

宫内窘迫、羊水过多、巨大儿等不良分娩结局比例明显低于常规组（30.56%）的患者，其结果呈现为P<0.05，具有显著差

异。结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实施运动疗法与心理护理联合干预效果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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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ombined intervention of exercise therapy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diabetes patients during pregnancy. Methods: This research work covers the period from February 2022 to February 2023. The 
number of diabetes patients in pregnancy included in our hospital is 72. According to the odd even method, they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amed as the test group and the conventional group. 36 cases are included respectively. The conventional group uses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test group choose the combined intervention of exercise therapy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implementing inter group control on adverse delivery outcomes. Results: (1) The blood glucose index of pregnant 
women with diabetes before intervention was P>0.05,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Glucose 
test fasting blood sugar, blood glucose 2h after meal, and Glycated hemoglobin of pregnant women with diabetes in the test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patients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 calibration value during the period was 
P<0.05, which fully confirmed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2) The comparison results of mental state of pregnant 
women with diabetes before intervention showed that the value was P>0.05,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regnant diabetes patients in the test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 calibration value during the period was P<0.05, which fully confirmed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3) The proportion of poor delivery outcomes, such as premature rupture of membranes, intrauterine 
distress, Polyhydramnios, macrosomia, and so on, in the trial group (8.33%)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30.56%),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combined intervention of exercise therapy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diabetes patients during pregnancy is definitely positive.
Keywords: Diabetes in pregnancy; Exercise therapy; Mental nursing

妊娠期糖尿病是指在妊娠期间出现的一种高血糖疾病，

通常在妊娠后期发生，并且在妊娠结束后通常会消失，妊

娠期糖尿病是由于胎盘产生的激素干扰了孕妇身体内胰岛

素的正常功能，导致血糖升高 [1]。妊娠期糖尿病可能会对

母亲和胎儿产生不良影响，对于母亲来说，未经控制的高

血糖可能导致妊娠并发症，如高血压、子痫前期和羊水过

多等；对于胎儿来说，高血糖会增加胎儿超大儿、胎儿宏

大症和新生儿低血糖等的风险 [2]。本研究针对妊娠期糖尿

病干预方法予以分析，讨论运动疗法与心理护理联合干预

的应用效果。

11临床资料与方法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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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究工作为 2022 年 2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间，我

院所纳入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收治数量为 72 例，按照

奇偶法方式将其划分成 2 组，命名为试验组和常规组，分

别纳入 36 例。试验组妊娠期糖尿病年龄低值取 22 岁、高

值取 37 岁，年龄均值取（29.34±5.17）岁。孕程低值取 29
周、高值取 40 周，孕程均值取（36.45±2.06）周。常规组

妊娠期糖尿病年龄低值取 22 岁、高值取 38 岁，年龄均值

取（29.36±5.20）岁。孕程低值取 29 周、高值取 41 周，孕

程均值取（36.48±2.09）周。就试验组与常规组妊娠期糖尿

病患者年龄、孕程应用统计学软件予以对照，不可见 2 个

组之间差异 p ＞ O.O5。
1.2 方法

常规组运用常规护理，试验组患者选择运动疗法与心

理护理联合干预，运动疗法：选择适合孕妇的低强度运动，

可根据患者兴趣爱好或既往运动偏好选择，如散步、慢跑、

游泳、瑜伽、太极等，避免剧烈运动和高风险的活动，如

激烈的体育竞技或高风险的运动 [3]。每周进行至少 150 分

钟的有氧运动，将运动分散到每天多个时间段，可以每天

进行 30 分钟的运动，或者根据个人情况适当增加或减少运

动时间。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监测血糖水平的变化，

确保血糖水平在安全范围内，并根据需要调整药物治疗和

饮食。心理护理：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倾听其感受和

困惑，给予患者情绪上的支持和理解，使其感到被关注和

接纳。向患者提供关于妊娠期糖尿病的详细信息，解释病因、

管理方法和潜在风险，确保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增加对

疾病的认知和理解 [4]。与患者一起制定个性化的健康计划，

并帮助患者根据建议进行饮食管理和运动计划，鼓励患者

参与自我管理的决策，增强其对控制疾病的信心。向患者

提供实用的技巧和工具，如血糖监测仪的正确使用、饮食

记录的建立等，促使患者管理自己的血糖水平。组织妊娠

期糖尿病患者间的支持小组或座谈会，让患者们有机会交

流经验、分享困惑和互相支持，减轻患者的焦虑和孤独感 [5]。

1.3 观察指标

监测患者干预前后血糖指标，包括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指标 [6]。评估患者干预前后心理状态，

包括焦虑情绪、抑郁情绪，满分为 100 分，分数高则说明

患者的情绪越差 [7]。记录患者不良分娩结局情况，包括胎

膜早破、宫内窘迫、羊水过多、巨大儿等。

1.4 统计学分析

72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资料采取SPSS 21.0加以分析，

计数资料（胎膜早破、宫内窘迫、羊水过多、巨大儿等不

良分娩结局情况）通过X2检验方式统计，写作形式为n（%），

计量资料（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干预前后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指标及焦虑情绪、抑郁情绪状态）通

过 t 检验形式对比，写作形式为（x±S），组间检验结果呈

现 P<0.05，证实具有组间差异。

22 结果结果

2.1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干预前后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指标比较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干预前血糖指标对比结果显示为 P
值＞ 0.05，不具备显著的二组差异性。试验组妊娠期糖尿

病患者干预后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低于

常规组患者，期间校验值显示为 P 值＜ 0.05，结果充分证

实组间差异存在。见表 1。

表 1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干预前后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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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组 36 11.35±2.83 5.58±1.39 14.02±3.50 8.11±2.02 11.81±2.95 7.58±1.89

常规组 36 11.29±3.80 8.53±2.13 13.98±3.47 10.06±2.51 11.79±2.92 9.81±2.45

t 0.0759 6.9591 0.0486 3.6314 0.0289 4.3241

P 0.9396 0.0000 0.9613 0.0005 0.9770 0.0000

2.2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情绪、抑郁情绪状

态比较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干预前心理状态对比结果显示为 P
值＞ 0.05，不具备显著的二组差异性。试验组妊娠期糖尿

病患者干预后焦虑情绪、抑郁情绪状态评分低于常规组患

者，期间校验值显示为 P 值＜ 0.05，结果充分证实组间差

异存在。见表 2。

表 2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情绪、抑郁情绪状态比较 [ 分 ]

组别 例数（n）
焦虑情绪 抑郁情绪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试验组 36 47.62±7.13 33.16±5.20 53.45±8.61 38.22±6.36

常规组 36 47.51±7.06 40.27±6.39 53.29±8.42 46.17±7.64

t 0.0657 5.1781 0.0797 4.7984

P 0.9477 0.0000 0.9366 0.0000

2.3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胎膜早破、宫内窘迫、羊水过多、

巨大儿等不良分娩结局情况比较

试验组（8.33%）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胎膜早破、宫内

窘迫、羊水过多、巨大儿等不良分娩结局比例明显低于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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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组（30.56%）的患者，其结果呈现为P<0.05，具有显著差异。 见表 3。
表 3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胎膜早破、宫内窘迫、羊水过多、巨大儿等不良分娩结局情况比较 [n（%）]

组别 例数（n） 胎膜早破 宫内窘迫 羊水过多 巨大儿 总不良分娩结局

试验组 36 1（2.78） 1（2.78） 1（2.78） 0（0.00） 3（8.33）

常规组 36 4（11.11） 3（8.33） 2（5.56） 2（5.56） 11（30.56）
X2 5.6748
P 0.0172

33 讨论讨论

妊娠期糖尿病通常在妊娠 20 周后出现，妊娠结束后通

常会自行消失，然而，妊娠期糖尿病的存在会增加孕妇患

有 2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也对胎儿的生长

和发育产生不利影响 [8]。传统的妊娠期糖尿病治疗方法包

括饮食控制和胰岛素注射，这些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饮食控制需要孕妇遵循严格的饮食计划，限制食物摄入，

这对于一些孕妇来说可能很困难。而胰岛素注射虽然能够

有效控制血糖水平，但需要经常检测血糖并注射胰岛素，

给孕妇带来一定的不便和压力。对此，本研究针对妊娠期

糖尿病患者实施运动疗法与心理护理联合干预，结果显示，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干预前血糖指标对比结果不具备显著的

二组差异性，试验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干预后空腹血糖、

餐后 2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低于常规组患者，妊娠期糖尿

病患者干预前心理状态对比结果不具备显著的二组差异性，

试验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干预后焦虑情绪、抑郁情绪状态

评分低于常规组患者，试验组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胎膜早

破、宫内窘迫、羊水过多、巨大儿等不良分娩结局比例明

显低于常规组的患者。运动疗法和心理护理作为两种非药

物干预手段，联合应用在妊娠期糖尿病的护理中能够发挥

协同效应，提供更全面的护理和干预，运动疗法和心理护

理联合干预能够有效控制孕妇的血糖水平，运动疗法通过

促进胰岛素敏感性和葡萄糖利用，有助于降低血糖水平，

心理护理则通过减少孕妇的焦虑和压力，改善心理状态 [9]。

运动疗法和心理护理联合干预有助于改善孕妇的心理状态，

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对于孕妇来说可能是一个心理上的负

担，导致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产生，心理护理通过提

供情感支持和心理干预，帮助孕妇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减轻心理负担。同时，运动疗法作为一种身体活动，能够

释放身体内的压力，促进身心放松，通过联合运动疗法和

心理护理的干预，可以提升孕妇的心理健康水平，增强其

应对能力。

综合以上结果，运动疗法联合心理护理于妊娠期糖尿

病干预中具备临床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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