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显*反复自然流产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免疫因素在其中起

重要作用#究其作用具体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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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糖耐量监测及其临床意义

周利江"江苏省吴江市震泽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为探讨孕妇糖耐量降低对其新生儿直接或间接影响&方法
!

采用血糖和糖耐量试验对
,'

例

孕妇降低组和
,'

例孕妇对照组进行血糖检测分析!并对围生期新生儿并发症进行了分析&结果
!

孕妇糖耐量降低

组新生儿平均胎龄为"

,5%'0#%&

$周!较对照组"

,.%'0#%,

$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糖耐量降低组平均体

质量达"

,&5'0&"'

$

2

!较对照组"

,&"'0&,'

$

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孕妇糖耐量降低组其围生期新生儿

出现一过性低血糖%红细胞增多症%高胆红素血症%湿肺和窒息等并发症分别达
#,%'d

"

/

'

,'

$%

#'%'d

"

,

'

,'

$%

#'%

'd

"

,

'

,'

$%

,%,d

"

#

'

,'

$和
#'%'d

"

,

'

,'

$&结论
!

妊娠期糖耐量降低者孕期严格调整血糖对降低巨大儿发生率和

出生后一过性低血糖等并发症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

葡萄糖耐量试验#

!

胰岛素#

!

糖尿病#

!

妊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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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碳水化合物的代谢率增高#且胎盘分泌的激素大多

有对抗胰岛素的作用#使机体对胰岛素的需要量大大增加#胰

岛的分泌负担加重#因而#孕妇很容易在妊娠期产生糖耐量异

常*为探讨妊娠糖期耐量降低对孕妇及其新生儿影响+

#!,

,

#本

文对
,'

例妊娠期糖耐量降低患者进行临床观察和监测#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

#$

月在本院产前检查和住院的

糖耐量异常孕妇
,'

例#同期随机选择门诊
&'

2

葡萄糖负荷试

验正常孕妇
,'

例作为对照组+

/

,

*

$%/

!

诊断标准
!

按美国糖尿病协会推荐的美国糖尿病资料组

标准*凡在本院产科门诊产前检查并在本院分娩的孕妇均于

,$

周首诊时进行
&'

2

葡萄糖负荷试验筛选#

$

次餐后
#B

微量

血糖大于或等于
-%533;E

"

)

者#住院进行空腹餐后
#

-

$

-

,B

糖耐量试验*空腹血糖正常#但服糖后
$B

血糖在
"%"

"

.%'

33;E

"

)

者#诊断为妊娠期糖耐量降低*记录各组新生儿性

别-胎龄-出生体质量#生后
$B

监测微量血糖*

/

!

结
!!

果

/%$

!

年龄及出生体质量测定结果
!

降低组新生儿平均胎龄

$

,5%'0#%&

&周#平均体质量$

,&5'0&"'

&

2

%对照组平均胎龄

$

,.%'0#%,

&周#平均体质量$

,&"'0&,'

&

2

*糖耐量降低组平

均胎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而出生体

质量却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围生期并发症
!

糖耐量降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湿肺-

窒息发病率略高于对照组#见表
#

*

表
#

!

两组并发症结果比较)

+

&

d

'(

+ ,̂'

*

组别 低血糖 红细胞增多症 高胆红素血症 湿肺 窒息

糖耐量降低组
/

$

#,%'

&

,

$

#'%'

&

,

$

#'%'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后
$B

血糖监测结果
!

孕妇糖耐量降低组新生儿
$

B

血糖均值$

#%/50'%&5

&

33;E

"

)

#对照组均值为$

$%#,0

'%&&

&

33;E

"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讨
!!

论

妊娠期糖耐量异常的母亲其孕期高血糖持续经胎盘到胎

儿体内#刺激胎儿的胰岛素
#

细胞增生#导致高胰岛素血症*

其促进胎儿生长#促进葡萄糖转变成糖原#阻止脂肪分解及促

进蛋白质的合成#故巨大儿发生率高+

&

,

*本文
,'

例孕妇糖耐

量降低组的新生儿体质量达$

,&5'0&"'

&

2

#较对照组显著增

高#最高体质量者达
/$"'

2

#较对照组最高者
,-$'

2

高出
&/'

2

*其次#胎儿体内产生的大量胰岛素#在出生后由于母体血糖

供应中断#可引起新生儿一过性低血糖*本组
,'

例孕妇糖耐

量降低组新生儿出现一过性低血糖者达
#,d

$

/

"

,'

&#而对照

组为
'

*新生儿一过性低血糖症可增加出生时额定危险*高

胰岛素及高血糖本身使胎儿代谢率增加#刺激胎儿骨髓外造血

引起新生儿红细胞增多症*出生后大量红细胞破坏可产生高

胆红素血症#而且母体内的高血糖环境会使胎儿畸形的发生率

增高#影响胎儿肺表面活性物质的形成#导致出生时新生儿呼

吸窘迫综合征#也使出生时的危险增加#对其务必引起重视+

"

,

*

从本文结果可知#妊娠期糖耐量异常降低是巨大儿的发生率及

出生后低血糖等并发症发生的前提条件*母亲由于血糖增高-

白细胞的趋化性-吞噬作用及杀菌作用均明显降低#因此容易

发生孕期及产生的感染*其次#由于糖利用不足#能量不够#孕

妇在分娩时可能发生产程延长#或因产后宫缩不良而导致产后

出血*另外#由于羊水中含糖量过高#刺激羊膜分泌增加#导致

羊水过多的发生率增加#易发生胎膜早破导致早产*母体长期

血糖增高可伴发小血管的病变#影响胎膜血液供应#引起死胎-

死产*严格控制孕妇的血糖水平#使其处在正常范围#这是优

生优育的一个关键点*

本资料结果显示#妊娠期糖耐量降低组巨大儿及并发症发

生率均高于对照组#说明妊娠期糖耐量降低组的胎儿受到了高

血糖及高胰岛素血症的影响*故妊娠期糖耐量降低者孕期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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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控制血糖对降低巨大儿的发生率及出生后低血糖等并发症

的发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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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红蓝光治疗面部痤疮中的作用

王
!

芳"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健康教育在红蓝光治疗面部痤疮中的作用&方法
!

将
#$'

例痤疮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

照组为红蓝光治疗加上传统护理方法!实验组为红蓝光治疗加上科学全面的健康教育宣教&结果
!

实验组有效率

为
5"%-d

!对照组有效率为
"'%'d

!实验组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
!

在红蓝光治疗过程中全面进行健康

教育!达到了较满意的效果&

"关键词#

!

痤疮#

!

红蓝光#

!

健康教育宣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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痤疮是痤疮丙酸杆菌感染引起的毛囊皮脂腺慢性炎症性

皮肤病#与皮脂腺分泌过旺-雄激素水平升高-受体敏感性增高

及痤疮丙酸杆菌等病原微生物感染有关#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

病*

5&d

的青少年都曾出现不同程度的痤疮+

#

,

*在现今社会#

对于痤疮的治疗需求很大#但传统治疗的疗效却不尽人意*由

英国医生发明的一种全新的红蓝光治疗却得到了极大关注+

$

,

#

本院在
$''5

年引进红蓝光治疗仪#结合健康教育宣教等护理

手段治疗面部痤疮#疗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所有病例均为本科室门诊患者#共
#$'

例#其

中男
&5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病程
#

个月至
,

年#平均

#%&

年*轻-中度粉刺和炎性丘疹为主
/5

例#炎性丘疹和脓疱

为主
,/

例#丘疹脓疱伴结节
,5

例*按随机分组法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其中实验组
"'

例#对照组
"'

例#两组均以欧美娜红

蓝光照射#每周
$

次#每次
$'3<4

#

5

次为
#

个疗程*对照组为

传统护理方法#实验组采用个性化及科学全面的健康教育

宣教*

$%/

!

疗效评分标准
!

采用皮损计数及评分法记录各类新旧皮

损*疗效
^

$治疗前皮损数
_

治疗后皮损数&"治疗前皮损数
Y

#''d

*痊愈!皮损消退
.'d

以上%显效!皮损消退
"'d

"

.'d

%好转!皮损消退
,'d

"

&.d

%无效!皮损消退
,'d

以下*

有效率为痊愈与显效病例合计*

$%'

!

健康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

!

健康教育方法
!

建立图文宣传手册#真实病例治疗前

后照片对比说明#开展痤疮专题讲座*在红蓝光治疗过程中与

患者进行沟通#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睡眠饮食习惯-日常皮肤

护理等情况#就此向患者进行宣教#达到健康教育的目的#使患

者了解有关痤疮的临床和护理知识*

$%'%/

!

健康教育内容

$%'%/%$

!

心理护理
!

痤疮患者由于病程长且影响容貌常表现

焦虑-忧郁-自卑-性格内向*国内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有

##%#d

的痤疮患者常感到焦虑#

"#%&d

的痤疮患者有时有焦虑

而抑郁倾向不明显+

,

,

*另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女性患者比男性

患者的心理更易受影响+

/

,

*因此#心理干预对痤疮患者的治疗

非常重要#在治疗过程中针对患者心理状况#应主动与患者进

行交流#以热情的态度接待患者#认真倾听患者的诉说#耐心回

答患者提出的问题#以解除患者的心理负担#纠正不正确的认

知#使患者了解痤疮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及诱发因素并告知其正

确对待自己疾病的重要性#让其认识到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和情绪是治疗的关键*

$%'%/%/

!

日常生活指导
!

患者应生活有规律#保证足够的睡

眠#不宜长期熬夜*饮食清淡#避免食用油炸辛辣食品和甜食#

多食水果蔬菜#多饮水#保持大便通畅*

$%'%/%'

!

正确护肤指导
!

临床文献报道#红蓝光治疗前后采

取正确的皮肤护理对预防痤疮加重和反复发作有重要意义+

&

,

*

告知患者一天洗脸
$

"

,

次为宜#不宜用碱性大的香皂和洗面

奶#宜选择偏酸性和中性的洗面奶#有助于去除多余油脂*女

性不宜化浓妆及使用油性化妆品#以免堵塞毛孔*避免用手挤

压毛孔#以免造成疤痕+

"

,

*

$%'%/%1

!

红蓝光治疗过程中科学指导
!

在红蓝光治疗过程中

应注意治疗仪与面部的距离#至少保持
$'K3

以上*同时观察

治疗过程中患者照射部位皮肤有无灼热-发红现象#如出现上

述状况应及时停止照射#照射完毕可嘱患者使用保湿补水面

膜#以缓解皮肤干燥现象*告知患者避免强烈的阳光照射#必

要时可涂防晒霜*

/

!

结
!!

果

两组患者对比发现#通过对实验组进行正规红蓝光治疗的

同时进行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宣教#患者增强

了治疗的信心#更能积极配合治疗*结果显示#实验组疗效明

显高于对照组#结果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 "̂'

'

组别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d

&

实验组
/" " " $ 5"%-

对照组
,$ / " $ "'%'

'

!

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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痤疮是痤疮丙酸杆菌感染引起的毛囊皮脂腺慢性炎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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