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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膳食及体质量增长情况对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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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孕期膳食及体质量增长情况对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影响和糖尿病筛查试验对妊娠期糖尿

病发病的预测价值$方法
!

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妊娠期糖尿病孕妇中选取
-2!.

例为观察组!另选

取同期健康产检孕妇
-2""

例为对照组!观察两组孕妇营养素摄入情况!各年龄段孕期体质量增长情况及糖尿病筛

查值对空腹血糖水平预测情况$结果
!

观察组产能营养素摄入量除蛋白质外!其他明显高于对照组!非产能营养素

中!除钙&铁&锌摄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硒摄入量明显低于对照组!维生素
[

摄入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9"$

#'观察组孕期体质量总增长值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9"$

#'糖尿病筛查值

与空腹血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结论
!

在妊娠期糖尿病中!孕期膳食及体质量增长情况均为重要影响因素!而糖尿

病筛查试验在妊娠期糖尿病中具有较高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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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为高发性妊娠期合并症#指在妊娠期首次发

现或者发生的糖尿病#也有部分糖尿病孕妇在妊娠期前发病+

已经有数据统计显示#妊娠期糖尿病在中国地区发生率可达

$9%>S

#而妊娠期糖代谢异常发生率为
!"9%$S

#其发生率高#

是对孕妇及胎儿造成影响的主要妊娠合并症之一)

!

*

+传统认

为孕妇在妊娠期增强体质量#可促使胎儿获取足够的营养#但

是肥胖发生率的增加#使肥胖女性妊娠不良结局发生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已经有学者证实#体质量增长对妊娠期糖尿病具有

一定的影响+目前#对于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尚未确定#

但是随着近几年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有学者

认为可能与生活习惯,饮食结构改变等呈密切相关性)

-;%

*

+目

前国外已经有许多研究证实#饮食是对糖尿病发病进行干预的

主要危险因素+已经有报道提示#孕期或孕前的不合理饮食可

能会导致机体胰岛素抵抗#从而成为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主要

诱发因素+营养供给直接与体质量增长呈密切相关性+在本

组研究中#对孕期膳食,体质量增长对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影

响进行分析#并了解糖尿病筛查试验在妊娠期糖尿病发病中的

预测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妊娠期糖尿病孕妇
-2!.

例为观察组#年龄
-!

"

.-

岁,平均

$

-=9%T-9!

%岁#孕前体质量指数$

W<1

%值平均$

-"9.T%9!

%

O

?

"

P

-

#孕次
!

"

%

次,平均$

!9.T"9%

%次#初产妇
-"!"

例,经

产妇
2".

例#孕期舒张压平均$

2.9=T$9-

%

PP _

?

#收缩压平

均$

!"-92T=9.

%

PP _

?

+另选取同期健康孕妇
-2""

例为对

照组#年龄
-"

"

.!

岁,平均$

-#92T-9-

%岁#孕前
W<1

值平均

$

-"9>T%9.

%

O

?

"

P

-

#孕次
!

"

.

次,平均$

!92T"9$

%次#初产妇

-"""

例,经产妇
2""

例#孕期舒张压平均$

2$9-T$9!

%

PP_

?

#收缩压平均$

!"%9!T!"9-

%

PP_

?

+排除心,肝,肾等

重要脏器功能障碍孕妇#以及具有子宫肌瘤,卵巢肿瘤及精神

疾病孕妇+两组孕妇年龄,体质量,产次,血压等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

&

"9"$

%#具有可比性+

$9/

!

方法

$9/9$

!

调查方法
!

通过问卷形式#对两组孕妇
%N

内膳食情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34<6N*DIJ

!

&AK6P46E-"!$

!

VAD9!-

!

&A9--



况进行调查#内容包括肉类,豆类,蛋类,蔬菜,菌藻及水果等食

物的摄入量及食用频数+问卷现场填写并回收#调查结果用

.妇幼保健营养咨询系统/判断营养摄入水平#根据0中国居民

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1

)

-

*的营养摄入要求#进行营养摄入情

况评价+

$9/9/

!

糖尿病筛查试验
!

孕妇于
-.

"

-#

周做
>$

?

口服葡萄

糖耐量试验$

/'@@

%#诊断标准即服糖前及服糖后
!

,

-G%

项

血糖值分别低于
$9!

,

!"9"

,

#9$PPAD

"

)

$

="

,

!#"

,

!$%P

?

"

N)

%+

任何一项血糖值达到或超过上述标准即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

$9'

!

观察指标
!

观察并记录两组孕妇每日产能与非产能营养

素摄入量#各年龄段孕期体质量增长值#作对比分析+同时观

察糖尿病筛查值对空腹血糖水平的预测情况+

$91

!

统计学处理
!

将研究所得数据录入
Y\YY!=9"

软件中进

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CT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9$

!

产能营养素摄入情况分析
!

蛋白质摄入情况两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9"$

%#但是观察组孕妇糖类,能量,脂肪等成

分的每日摄入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表
!

+

表
!

!

两组孕妇每日产能营养素摄入量对比'

CTA

(

组别
*

糖类

$

?

"

N

%

能量

$

O*3D

"

N

%

脂肪

$

?

"

N

%

蛋白质

$

?

"

N

%

观察组
-2!. ."-9%T!-=9>-$.%9.T$2!9. >$9-T!#9. ="9$T!29%

对照组
-2"" ->29#T!%.9.-"%!9-T%=.9- 2>9%T!.9% =!9-T!.9!

( .9$">. $9""## -9->.! "9-!>=

! "9"""" "9"""" "9"-$. "9#-#"

/9/

!

两组孕妇非产能食物摄入量分析
!

两组孕妇每日铁,钙,

锌摄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

%#硒摄入量观察组较低#

而维生素
[

摄入量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表
-

+

表
-

!

两组孕妇每日非产能营养素摄入量对比'

CTA

(

组别
*

铁$

P

?

"

N

% 钙$

P

?

"

N

% 锌$

P

?

"

N

% 硒$

&

?

"

N

% 维生素
[

$

P

?

"

N

%

观察组
-2!. %!9>T=9% >#%9-T>29$ !$9#T29> 229%T!%9! %$9-T=9=

对照组
-2"" %-9.T=9> >$#9=T2.9% !29%T>9$ #"9%T!$9- -$9=T>92

( "9%$.% !92%!- "9%%%$ .92#"% .9==#2

! "9>-%= "9!"2. "9>%=$ "9"""" "9""""

/9'

!

两组孕妇各年龄段孕期体质量增长分析
!$

-$

岁孕妇

孕期体质量增长值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

%#而观察

组
-$

"$

%"

,

%"

"$

%$

,

%

%$

岁的孕妇体质量增长情况均有明

显增长#

W<1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

见表
%

+

表
%

!

两组孕妇各年龄段孕期体质量增长值对比'

CTA

%

O

?

(

组别
*

$

-$

岁
-$

"$

%"

岁
%"

"$

%$

岁
%

%$

岁

观察组
-2!. !29%T29$ !>9!T29> !29=T$9= !29%T$9>

对照组
-2"" !.9!T.9% !%9#T%92 !%92T%9! !%9-T-92

( !9#=%2 -9=!"$ %92--% .9#"2-

! "9"2!2 "9"".2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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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糖尿病检测分析
!

经妊娠期糖尿病检测分析显

示#糖尿病筛查在空腹血糖检测中具有重要统计学意义$

!

$

"9"$

%(糖尿病筛查值越高#空腹血糖水平高可能性越大#见

图
!

+

图
!

!

妊娠期糖尿病检测工作特征曲线

'

!

讨
!!

论

'9$

!

妊娠期糖尿病危险因素分析
!

妊娠期糖尿病为孕期常见

并发症#大多为孕期普查时发现#对胎儿的生长发育会有一定

程度的影响+妊娠期糖尿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为不良孕产史,糖

尿病家族史,妊娠期糖尿病史,月经紊乱史,双胎妊娠史,孕妇

肥胖,高龄产妇等)

.;$

*

+本组研究中#两组孕妇的文化程度,孕

期
W<1

,血压和年龄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

%+

'9/

!

孕期体质量增长及膳食对妊娠期糖尿病的影响

'9/9$

!

体质量增长对妊娠期糖尿病的影响
!

肥胖是引发妊娠

期高血糖的主要危险因素#而高脂肪,高热量食物大量摄入#与

引发肥胖与高血脂密切相关性)

2

*

+经本组研究证实#

-$

"$

%"

岁,

%"

"$

%$

岁,

%

%$

岁年龄段孕妇中#妊娠期糖尿病组的体

质量均较对照组高#妊娠期糖尿病组平均体质量增长明显高于

对照组#均超过
!2O

?

+在国际流行病学的相关调查中#妊娠期

体质量增加
!$O

?

为妊娠期糖尿病的独立危险性#本组研究结

果与之相符+提示#孕期体质量增长过多#是对妊娠期糖尿病

发病构成影响的因素之一+

'9/9/

!

孕期膳食对妊娠期糖尿病的影响
!

对于妊娠期糖尿病

的发生机制目前尚未明确#但是已经有研究证实#妊娠期糖尿

病的发生与胰岛素抵抗呈密切相关)

>

*

+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的

胰岛素抵抗相较于健康孕妇#胰岛素抵抗增加#降低胰岛素分

泌量#有糖代谢紊乱症状+进食的脂肪总量超出机体正常需求

会出现能量过度摄入,体质量增加,肥胖等症状#身体的胰岛素

敏感度降低#出现胰岛素抵抗,糖耐量异常+

霍琰等)

#

*认为#膳食中高脂肪大量摄入与妊娠期糖尿病发

生呈正相关#脂肪大量摄入也是引发妊娠期糖尿病的危险因

素+膳食中过度摄入脂肪#所含有的脂肪酸可分为单不饱和脂

肪酸,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胰岛素抵抗与饱和脂肪

酸有关#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保护因素#对于单不饱和脂肪酸的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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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目前尚有争议+

而刘陶等)

=

*认为#不饱和脂肪酸在饮食中能将胰岛素敏感

度作有效改善+本组研究结果证明#妊娠期糖尿病组孕妇的糖

类,能量,脂肪摄入模型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膳食摄入中#饱和脂肪酸在能量中的所占比例明显较对

照组高#而单不饱和脂肪酸与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能量明显低于

对照组$

!

$

"9"$

%(提示#摄入高脂肪,高热能会导致妊娠期糖

尿病发生+

经本组研究显示#妊娠糖尿病组孕妇维生素
[

摄入量较

高#但硒摄入量明显较少+妊娠期体内微量元素需求会重新布

局#因妊娠期内出现特殊的生理改变#硒需求量增加#甚至会随

着妊娠期进展而增加#可见#体内硒水平增加与发生妊娠期糖

尿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

*

#本组研究结果与之相符+可见#妊

娠期糖尿病孕妇低硒,高维生素
[

摄入#也进一步反映妊娠期

糖尿病发生与脂肪过量摄入相关)

!!;!-

*

+

'9'

!

妊娠期糖尿病的筛查管理
!

孕中晚期中胎盘会分泌抗胰

岛素样物质#特别是在孕
-.

"

-#

周快速分泌#孕
%.

周达分泌

高峰期#胰岛素抵抗作用力最为强盛#因此#需要在
-.

"

-#

周

作胰岛素抵抗筛查#也需要孕
%.

周进行筛查)

!%;!$

*

+第一次筛

查可疑时#需要加强二次筛查#以免漏诊+有专家建议#以
$"

?

葡萄糖筛查试验$

'*@

%为妊娠期糖尿病筛查试验#静脉血糖不

低于
>9#PPAD

"

)

作为
$"

?

'*@

异常的标准线#存在高危因

素的孕妇要在妊娠初期作筛查#显示为阴性者#在孕
-.

"

-#

周

时需作再次筛查+有学者提出#

$"

?

'*@

显示
!G

血糖超过

!!9!PPAD

"

)

者#其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为
#%S

#可作为妊娠

期糖尿病诊断标准+

本组研究结果提示#妊娠期行血糖筛查时#血糖超过
!"9=

PPAD

"

)

者#其空腹血糖可能超过
$9#PPAD

"

)

#可先做空腹血

糖检查较为便捷,效果好#可减少孕妇多次抽血#提高妊娠期糖

尿病检出率#避免漏诊+

综上所述#妊娠期糖尿病威胁母婴的安全#必须加强实施

孕期健康教育与保健措施#存在妊娠期糖尿病危险因素的孕妇

必须较早进行筛查才能有效减少妊娠期糖尿病对母婴的危害#

提高围产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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