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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联合运动疗法在妊娠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
戴超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摘  要】目的 探究妊娠糖尿病护理中应用运动疗法联合心理护理的效果。方法 本次实验对象全部选自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
在本院进行治疗的 82 例妊娠糖尿病患者，按照随机表法分成实验组（n=41）和对照组（n=41），对照组进行一般护理，基于此实验组进行
运动疗法联合心理护理，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对患者的影响。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夜间血糖水平、空腹血糖水平、餐后 2h 血糖水平以及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妊娠糖尿病护理中应用运动疗法联合心理护理的效果较好，能够有效改善
缓血糖水平，减少不良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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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常见的一种妊娠期并发症为妊娠期糖尿病，会严重损伤患
者身心健康，且极易引起低血糖、巨大儿、胎儿宫内窘迫、酮症酸
中毒、感染、早产、流产等并发症。加重患者痛苦的同时影响其心
理情绪。为了有效改善患者情绪，提升其生活质量，需予以患者有
效的护理干预。因此本次针对妊娠糖尿病护理中应用运动疗法联合
心理护理的效果展开了研究。详情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对象全部选自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在本院
进行治疗的 82 例妊娠糖尿病患者，按照随机表法分成实验组（n=41）
和对照组（n=41）。入组标准：产妇和相关临床标准相符，血糖低
于 16.5mmol/L。患者知晓本实验内容，且该实验获得院内伦理委员
会批准。排除标准：胎膜早破患者、合并多种严重并发症患者。其
中实验组患者年龄 22-37 岁，年龄均值为（29.5±2.4）岁，孕周为
29-38 周，平均孕周为（33.5±2.1）周，25 例初产妇、16 例经产妇；
对照组患者年龄 24-37 岁，年龄均值为（30.5±2.3）岁，孕周为 30-38
周，平均孕周为（34.1±2.4）周，27 例初产妇、14 例经产妇。以
上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一般护理，内容包括饮食指导、监测血糖、定时产
检、健康教育等。基于此实验组进行运动疗法联合心理护理，具体
操作内容如下几点：①指导产妇办理各项住院手续，为其详细介绍

院内环境，并为其安排舒适住院环境，减少患者对陌生环境的恐惧
感。②为患者讲解与疾病相关的知识，使其更了解自身疾病。多和
患者进行交流，了解其内心感受，之后根据其内心感受进行疏导，
多为患者讲解治愈案例，帮助其树立治愈信心。还需告知患者家属
多安慰、关心患者，缓解患者多种心理压力。③帮助患者养成较好
的生活习惯、规范起居，对孕妇进行综合评估，之后根据其结果设
置运动训练，比如可指导患者在病房内和病区进行快走，并适当开
展孕妇操，运动量以患者接受力度和轻微出汗为主。同时还需叮嘱
患者每天适量散步，每天半小时，心率在运动后每分钟低于 120 次。
此外在运动前需告知患者注意事项，运动中密切关注患者动作，纠
正错误并预防动作过激损伤。 
1.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不同时间段的血糖水平，以及早产、羊水过多、
胎儿窘迫等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1.4 统计学处理 

此次实验数据通过统计软件 SPSS21.0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
数±平方差代表，检验值为 t；计数资料以百分比率（%）表示，
检验值为χ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对比 82 例患者的血糖水平 

在夜间血糖水平、空腹血糖水平以及餐后 2h 血糖水平上，实
验组全部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对比 82 例患者的血糖水平（ ±s） 

分组 夜间血糖水平（mmol/L） 空腹血糖水平（mmol/L） 餐后 2h 血糖水平（mmol/L） 
实验组（n=41） 6.47±0.34 4.87±0.27 6.49±0.39 
对照组（n=41） 7.36±0.49 6.27±0.69 8.59±0.79 

t 9.555 12.099 15.262 
P 0.000 0.000 0.000 

2.2 对比 82 例患者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在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上，实验组为 7.32%，对照组为 24.39%，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 2 对比 82 例患者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n(%)] 

分组 早产 
羊水 
过多 

胎儿 
窘迫 

总发生率（%） 

实验组（n=41） 1 1 1 3（7.32） 
对照组（n=41） 3 5 2 10（24.39） 

χ2 4.479 
P 0.034 

3 讨论 
女性妊娠阶段极易产生多种并发症，其中最为常见的为妊娠糖

尿病，主要是指妊娠过程中出现机体分泌和代谢异常，会严重影响
血糖水平，以诱发妊娠期糖尿病，发病后极易损伤产妇身心健康，
如胎盘剥落、胎儿畸形以及产后出血等。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饮食
结构的变化，该疾病发病率不断增加，为了有效改善和预防不良结
局，需加强患者的临床护理干预。临床以往针对此种疾病常开展常
规个护理干预，但是此种护理方案效果一般，仅重视患者疾病，忽
视了其内心感受，导致患者心理压力无处释放，随着时间的推移会

引起患者多种异常情绪。而随着临床护理学的发展，临床中逐渐重
视患者感受，致使心理护理逐渐广泛用于临床，且效果显著，能够
有效改善患者多种异常心理。由于产妇妊娠阶段会摄入大量营养，
但是部分孕妇缺乏运动，而予以患者运动疗法，可有效减少胰岛素
需求量和并增加葡萄糖消耗量，改善患者血糖水平。 

在本次实验结果中，实验组的夜间血糖水平、空腹血糖水平以及
餐后 2h 血糖平均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不
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上，实验组为 7.32%，对照组为 24.39%，对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就说明予以患者运动疗法联合心理护
理，能够有效调节患者血糖水平，进而减少多种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总而言之，妊娠糖尿病护理中应用运动疗法联合心理护理，能
够明显改善患者血糖，预发早产、羊水过多、胎儿窘迫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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