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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科室协同护理模式对肥胖伴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妊娠结局的影响

刘春兰!张秋娥#

"湖北省当阳市人民医院护理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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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多科室协同护理模式对肥胖伴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

选取该院

D8

例肥胖伴妊娠期糖尿病孕妇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A6

例%对照组孕妇实施常规护理!

观察组孕妇实施多科室协同护理%观察比较两组孕妇产后不良情绪"

e/+

M

抑郁量表$评分&分娩方式"顺产&剖

宫产$&母婴并发症"早产&产后出血&宫内窘迫&巨大儿$发生率以及新生儿
;

OM

12

评分%结果
!

干预后!观察组

孕妇产后
e/+

M

抑郁量表评分&剖宫产率&母婴并发症"早产&产后出血&宫内窘迫&巨大儿$的发生率均较对照组

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N

(

4349

$#观察组新生儿
;

OM

12

评分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4349

$%

结论
!

对肥胖伴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应用多科室协同护理模式有助于降低围生期母婴并发症发生率!减少孕妇

产后抑郁情绪!改善妊娠结局%

关键词"多科室协同护理#

!

肥胖#

!

妊娠糖尿病#

!

妊娠结局

中图法分类号"

"AC53C'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8C(%DA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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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C4(%45

!!

随着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肥胖与糖

尿病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对人类健康产生严重的威

胁)相关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的肥胖发生率较健康人

群更高'

'

(

)孕期肥胖或超重易导致不良妊娠结局#增

加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早产+胎膜早破+巨

大儿等母婴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严重危害母婴健康)

且有研究显示肥胖是导致妊娠期糖尿病的高危因素

之一'

(

(

#而孕期血糖水平高极易导致胎儿发育过于迅

速#形成巨大儿#易发生分娩中宫缩乏力+头盆不称等

并发症)传统的常规护理主要包括对孕妇进行健康

宣教+嘱其定期复诊等#难以确保良好的依从性)而

多科室协调护理模式在传统护理模式的基础上#通过

(

个或
(

个以上科室的协调合作#集中各个科室的专

业护理知识#共同研究制订标准+流程和细则)协同

护理模式在国外慢性病的护理以及初级卫生保健系

统中已经被广泛应用#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5

(

#对此#

本研究对肥胖伴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应用多科室协

同护理#观察其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选取
(4'8

年
'

月至
(4'C

年
8

月本

院收治的
D8

例肥胖伴妊娠期糖尿病孕妇为研究对

象#按照入院顺序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A6

例)纳入标准!$

'

&体质量指数$

Ŝ#

&

'

54V

M

"

0

( 者%

$

(

&符合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者%$

5

&单胎妊娠者%

$

A

&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

'

&患有肝+

肾+心血管等疾病者%$

(

&配合不佳+有精神病或家族

精神病史者%$

5

&有智力障碍#理解与表达能力较差

者)两组患者年龄+孕周+

Ŝ#

+空腹血糖等一般临床

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N

'

4349

&#具有可比

性#见表
'

)

表
'

!!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BfI

$

项目
'

年龄$岁& 孕周$周&

Ŝ#

$

V

M

"

0

(

&

空腹血糖

$

00FH

"

Y

&

观察组
A6 (A3D8f(3D6 (D3''f93(9 583C9f53(4 63A5f'3C9

对照组
A6 (A3C9f5359 (63C9f938C 583A(f53A' 63D(f'365

E 435(A 435(5 43A6D 43A(5

N 43CA8 43CA6 438(8 438C5

$3/

!

方法
!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住院期间进行健

康教育#出院时告知其复诊时间#给予其持续的指导

直至产前)观察组实施多科室协同护理#具体方法如

下!$

'

&组建护理小组)从内分泌科+妇产科各选取具

有
9

年以上护理经验的护士
9

人#组成
'4

人护理小

组#其中包括副主任护师
(

人+主管护师
5

人+护士
9

人)$

(

&心理干预)许多孕妇对疾病缺乏全面的认

知#因此易产生焦虑+恐惧等情绪#护理人员应与孕妇

保持定期沟通#追踪了解孕妇的心理状态+病情+生活

习惯等#并做好记录归档#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必

要时联系主治医师%开通并指导孕妇关注微信公众

号#定期推送与妊娠期糖尿病相关的健康知识#为孕

妇树立健康的信念)$

5

&健康知识宣教)护理人员向

孕妇讲解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原因以及肥胖+妊娠期

糖尿病的危害+影响因素等#使孕妇对疾病形成全面

且准确的认知%根据不同孕妇的身体状况+病情+生活

习惯等因素为其拟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其中包括健

康营养治疗+药物治疗+适量运动+血糖监测等#并通

过督促打卡的方式监督其实施)$

A

&专科护理)根据

每例孕妇不同的病情和饮食习惯#为其制订个性化的

饮食方案)首先限定孕妇每日摄入总热量#避免过量

热量摄入导致体质量增加或血糖波动#其次根据食物

热量和营养搭配分配至一日三餐)同时指导孕妇适

量运动#包括室内瑜伽+户外步行等#根据孕妇病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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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状况设置合理的运动量)$

9

&专业答疑)成立微

信群#邀请孕妇+孕妇家属进群#孕妇可在微信群中自

由交流和提问#由各科室组成的护理小组成员每日定

时解答疑问)

$3'

!

评估标准

$3'3$

!

焦虑抑郁状态评估'

A

(

!

e/+

M

焦虑抑郁评分

量表共有
(4

个项目#每个项目累计得分相加即总评

分#标准分为总分乘以
'3(9

后得到的整数部分#标准

总分
94

$

9D

分为轻度抑郁#

84

$

8D

分为中度抑郁#

$

C4

分为重度抑郁)

$3'3/

!

新生儿评分'

9

(

!

采用
;

OM

12

评分对新生儿皮

肤颜色+心搏速率+呼吸+肌张力及运动+反射
9

项体

征进行评分)满分为
'4

分#评分在
C

$

'4

分为正常%

A

$(

C

分的新生儿考虑患有轻度窒息%

(

A

分考虑患

有重度窒息)

$31

!

观察指标
!

分别记录并比较两组孕妇产后

e/+

M

抑郁量表评分+剖宫产率+母婴并发症$早产+产

后出血+宫内窘迫+巨大儿&的发生率以及新生儿
;

O

%

M

12

评分)

$3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C34

软件分析数据#计

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计量资料以
BfI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

检验%以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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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3$

!

母婴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观察组早产+产后

出血+宫内窘迫+巨大儿的总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4349

&#见表
(

)

表
(

!!

两组孕妇孕期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

c

$(

项目
'

早产 产后出血 宫内窘迫 巨大儿 总发生率

观察组
A6 5

$

83(9

&

(

$

A3'C

&

'

$

(346

&

A

$

6355

&

'4

$

(4365

&

对照组
A6 '

$

(346

&

D

$

'63C9

&

C

$

'A396

&

('

$

A53C9

&

56

$

CD3'C

&

!

(

C369A 9386'

N 434AD 43444

/3/

!

分娩方式比较
!

观察组剖宫产率为
((3D(c

$

''

"

A6

&#低于对照组的
A53C9c

$

('

"

A6

&#两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g(3'AD

#

Ng4345(

&)

/3'

!

产后抑郁状态比较
!

观察组产妇产后
'

周时

e/+

M

抑郁量表评分为$

A8359f53'C

&分#低于对照组

的$

9(38CfA34D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g63A8(

#

Ng43444

&)

/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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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比较
!

观察组新生儿
;

OM

12

评分较

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4349

&#见表
5

)

表
5

!!

两组新生儿
;

OM

12

评分比较'

'

#

c

$(

项目
' 4

$

5

分
A

$

C

分
'

C

分

观察组
A6 4

$

4344

&

5

$

83(9

&

A9

$

D53C9

&

对照组
A6 '

$

(346

&

'9

$

5'3(9

&

5(

$

8838C

&

!

(

535'D

N 4344'

'

!

讨
!!

论

!!

孕期肥胖者体内蓄积过量脂肪组织#脂肪组织可

分泌产生脂联素+瘦素+抵抗素+视黄醇结合蛋白等脂

肪因子#这些脂肪因子的过度分泌易造成多种与脂肪

相关的并发症'

8

(

)由于早产+胎膜早破的重要原因之

一是细菌性感染#而肥胖症患者更易于发生泌尿生殖

系统感染#由细菌产生的胶质酶+蛋白酶等可造成胎

膜中的胶质和基质降解#进而导致胎膜早破+早产等

不良后果'

C

(

)另外#肥胖症患者由于体内通常发生低

度炎性反应#组织和体液中的促炎因子水平升高#激

活溶酶体酶#破坏羊膜组织'

6

(

)且肥胖者由于摄入的

高热量食物较多#血糖水平通常较高)调查显示肥胖

伴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出现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胎

儿巨大+早产+巨大儿+胎儿畸形等并发症的风险较健

康孕妇更高'

D

(

)且有研究显示#肥胖伴妊娠期糖尿病

不仅增加上述母婴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还易造成新生

儿发展成代谢综合征#这意味着肥胖伴随妊娠期糖尿

病孕妇的胎儿有较大可能性发展为胰岛素抵抗'

'4

(

)

因此#最大可能地减少母婴并发症#改善妊娠结局是

妇产科医护工作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课题)

临床研究指出#产道+产力以及产妇的精神心理

状态等是影响妊娠结局的重要因素'

''

(

)由于肥胖伴

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常缺乏运动+存在不良饮食习惯#

且有较大概率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因此在护

理中除了对于血糖水平的监测外#需以控制其合理饮

食+适量运动与持续到产后的心理干预为重点'

'(%'5

(

)

目前常用的传统护理模式主要是对孕妇进行健康宣

教#难以保障患者的依从性#而多科室协同护理模式

相对而言具有更多优势!其一#该模式强化科室之间+

护理人员与患者及其家属之间的协同作用#通过多方

配合保障护理工作顺利开展%其二#合理配置有限的

护理资源#充分调动患者及其家属配合护理+参与健

康维护的积极性#发挥患者自我护理的潜能)相关研

究显示#若在孕早期对肥胖伴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进行

及时+准确的诊断并实施有效护理#可改善妊娠结局#

降低母婴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A

(

)

本研究中#应用多科室协同护理模式的观察组孕

妇并发症$孕妇早产+胎膜早破+产后出血+并妊娠高

血压&与新生儿并发症$宫内窘迫+巨大儿+出生缺陷+

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率明显更低#且经阴道分娩率

明显更高#与陈雪香等'

'9

(的研究一致#表明应用多科

室协同护理模式可降低肥胖伴妊娠期糖尿病对于孕

妇和胎儿的消极影响#使得妊娠结局得到改善)其作

用机制如下!第一#联合内分泌科与妇产科同质化护

理#结合每例孕妇的具体情况为其提供更专业+优质+

个性化的护理服务)第二#着重于各科室的专科护理

与病情观察#为孕妇提供系统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护

理)第三#及时关注孕妇妊娠期间尤其是妊娠晚期出

现的不良生理+心理状态#通过定期与孕妇沟通#减少

其因疾病不适与对于分娩的焦虑产生的心理应激反

应)通过追踪了解孕妇的病情+心理状态与生活习

惯#可在其情绪状态等方面出现问题时及时发现并解

决)很多孕妇对疾病缺乏全面+准确的认知#因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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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护理人员开通并指导孕

妇关注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与妊娠期糖尿病等相关

的健康知识#可为孕妇树立健康的信念#提高其配合

度和依从性)第四#协同护理模式利用新媒体平台#

如微信等聊天工具#利于孕妇+孕妇家属和护理人员

之间定期联系#解决了传统护理模式下的地理阻碍)

患者无需频繁出入医院#护理人员可通过语音聊天+

发送电子资料等方式对孕妇进行护理指导#并根据孕

妇及其家属的每日反馈监督其完成#既提高患者依从

性#又为其节省就医成本)第五#护理期间为孕妇进

行持续的饮食运动情况与血糖监测#并给予个性化的

饮食运动方案与计划#且重视其落实过程)

综上所述#对于肥胖伴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应用多

科室协同护理模式#对其饮食+运动+心理健康等各个

方面实施干预#有助于降低母婴并发症发生率#有效

改善妊娠结局)

参考文献

'

'

( 高纬#李霞
3

个性化健康指导在妊娠前超重或肥胖孕妇的

妊娠期体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T

(

3

中国药物与临床#

(4'8

#

'8

$

D

&!

'56D%'5D'3

'

(

( 王晨#魏玉梅#张晓明#等
3

妊娠早期开始规律运动可有效

降低肥胖和超重孕妇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率!一项随机

对照试验'

T

(

3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4'C

#

(4

$

'

&!

C93

'

5

( 孟萍#王菲#刘明
3

协同护理模式在提高
(

型糖尿病患者

生活质量中的应用研究'

T

(

3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4'A

#

AD

$

(

&!

'(D%'5(3

'

A

( 李茂军#吴青#阳倩#等
3;

OM

12

评分的再评价222美国儿

科学会和妇产科学会/

;

OM

12

评分0最新声明简介'

T

(

3

中

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4'8

#

5'

$

'A

&!

'485%'4893

'

9

( 杜娟#朱一麟#高雪梅
3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胎盘中炎性因

子和脂肪因子表达量评估及其与糖脂代谢的关系'

T

(

3

海

南医学院学报#

(4'8

#

((

$

''

&!

'4C9%'4C63

'

8

( 刘月华
3

未足月胎膜早破与微生物入侵导致菌群失调的

临床相关性分析'

T

(

3

重庆医学#

(4'8

#

A9

$

5(

&!

A9C9%A9C83

'

C

( 赵媛媛#王妙英#焦朋增#等
3

孕产妇血清中
EFHH%A

+

SS&%

D

+

,#$;S%'

水平与早产和未足月胎膜早破的相关性研究

'

T

(

3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4'9

#

(A

$

(8

&!

(D54%(D5(3

'

6

( 苏莉军#孙虹#华绍芳
3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孕晚期体质量

增长与糖化血清白蛋白+内脂素水平及新生儿体成分的

相关性研究'

T

(

3

实用妇产科杂志#

(4'C

#

55

$

5

&!

'DA%'DC3

'

D

( 霍亭竹#罗小丽#毛萌
3

妊娠期糖尿病对子代健康的影响!

代谢综合征的传递'

T

(

3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4'C

#

(9

$

C

&!

86C%8D'3

'

'4

(高永妹
3

诱发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发生子痫前期的风险因

素探讨及其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T

(

3

中国妇幼保健#

(4'8

#

5'

$

(5

&!

AD64%AD6(3

'

''

(韦月颜#陶真兰#程虹#等
3

孕妇焦虑和抑郁情绪对妊娠结

局的影响'

T

(

3

职业与健康#

(4'9

#

5'

$

D

&!

'('5%'('83

'

'(

(徐蔷#宋志慧#徐梅
3(44

例未足月胎膜早破患者的负性

情绪及妊娠结局的临床研究'

T

(

3

中国妇幼保健#

(4'8

#

5'

$

8

&!

''C9%''CC3

'

'5

(吴小燕#蒋洁#张薇#等
3

个体化饮食及运动干预对孕前肥

胖孕妇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的影响'

T

(

3

现代临床护理#

(4'9

#

'A

$

D

&!

(A%(C3

'

'A

(胡艳粉#李领侠#张莹#等
3

综合护理干预对我国妊娠期糖

尿病患者围生期并发症及妊娠结局影响的
S@=1

分析

'

T

(

3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4'9

#

5'

$

(

&!

'A5%'943

'

'9

(陈雪香#魏碧蓉#杨亚妹
3

协同护理模式对妊娠糖尿病患

者家庭功能和妊娠结局的影响'

T

(

3

护理学杂志#

(4'6

#

55

$

8

&!

6C%6D3

$收稿日期!

(4'6%46%'A

!!

修回日期!

(4'6%'(%48

&

!临床探讨!

!"#

!

$%&'()(

"

*

&+,,-&$)./0(122&/%$(&%2&%'T

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对初产妇产褥期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

黄尚专!黄林红!谷学荣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湖南长沙
A'4'DD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干预对初产妇产褥期自我护理能力&相关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方

法
!

选取
'4A

例初产妇并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9(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常

规护理
h

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干预%评估并比较两组产后
'

&

A(P

时自我护理能力+自我护理能力量表"

![$;

$,

与自我效能感+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

$,!比较两组产褥期间相关并发症"伤口愈合不良&急性乳腺炎&便

秘&子宫复旧不良&产褥期感染$发生情况%结果
!

产后
A(P

时!两组产妇自我护理能力各因子评分及总分&自

我效能感评分均较产后
'P

时明显提高!且观察组高于同期对照组"

N

(

4349

$%产褥期间!观察组产褥期相关

并发症中伤口愈合不良&便秘&子宫复旧不良发生率较对照组低"

N

(

4349

$#两组急性乳腺炎&产褥期感染发生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

4349

$%结论
!

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干预有助于提高初产妇产褥期自我护理能力!

对于降低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护理干预#

!

初产妇#

!

自我护理#

!

并发症

中图法分类号"

"AC53C'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8C(%DA99

"

(4'D

$

49%4C4A%4A

!!

经历妊娠+分娩等特殊生理时期后#产妇生理+心 理状况均产生较大变化#体质较为虚弱#生殖道及全

*

A4C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D

年
5

月第
'8

卷第
9

期
!

Y1GS@P$H*+

!

S12I-(4'D

!

ZFH3'8

!

:F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