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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在妊娠期糖尿病孕妇中的运用效果研究 
秦岭岭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产一科  河南商丘  476000） 

摘要：目的：探究临床护理路径在妊娠糖尿病孕妇中的运用效果。方法：本院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4 月之间收治的 80 例患者为研究对
象，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进行干预，观察组给予孕妇临床护理路径方式展开护理，
并对比护理后两组孕妇满意情况及各项生活质量评分。结果：（1）护理后观察组护理满意度由于对照组，P<0.05；（2）护理后观察组各项生活
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对比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论：通过给予妊娠期糖尿病孕妇临床护理路径进行干预，可有助于控制孕妇血
糖，并有效提升孕妇生活质量，同时也促使护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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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会对孕妇及胎儿健康产生一定影响，并会提高妊娠

风险。随着人们现代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妊娠期糖尿病发病数量不断
增多，同时引起临床高度重视[1]。近些年，临床针对妊娠期糖尿病孕
妇采用临床护理路径进行干预，具体报告内容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80 例于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4 月收治的患有妊娠期

糖尿病孕妇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分为对照组及
观察组；其中对照组 40 例，最低年龄 23 岁，最高年龄 45 岁，平均
年龄 30.24±2.42 岁，孕周 28-39 周，平均孕周 32.41±2.32 周，经产
妇 15 例，初产妇 25 例；观察组 40 例，最低年龄 25 岁，最高年龄
42 岁，平均年龄 28.35±2.56 岁，孕周 27-38 周，平均孕周 31.56±
2.48 周，经产妇 20 例，初产妇 20 例；对比两组孕妇一般资料，并未
出现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可进行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干预，观察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临

床护理路径进行干预，具体内容如下：（1）组建临床护理路径管理小
组。分别由临床主任医生、主管医生、护士长及责任护理共同组成，
并针对孕妇疾病特点设置护理方案，同时需要查阅相关医学资料及参
考文献进行设计，从而达到有效控制孕妇血糖效果。（2）健康宣教护
理路径。孕妇住院后，护理人员首先需要进行自我介绍，并要积极热
情的态度接待孕妇，进而缓解其紧张不安的心理情绪。护理人员要向
孕妇详细介绍病房环境及医院相关制度，同时还需向家属及患者共同
讲解妊娠期糖尿病的主要病因、临床护理方法以及并发症的护理方
式，促使孕妇及家属可以深入了解该疾病，并告知孕妇血糖控制标准，
还要密切关注胎动情况，注意保持休息。（3）血糖控制护理路径。孕

妇住院期间，护理人员需要对孕妇持续加强对妊娠期糖尿病的宣讲，
并对其展开合理的饮食指导，由护理人员对其所食用的全部食物开展
热量检测，以达到合理控制饮食的效果。同时护理人员还要对孕妇进
行运动指导，为孕妇增加合理的运动方案，以激发其体内胰岛素的敏
感性，进而促进血糖可以有效调解，护理人员对孕妇所检测的血糖结
果需要汇报给上级医生。（4）用药护理。妊娠期糖尿病产妇根据病情
需要，会注射一定剂量的胰岛素，所以需要护理人员对其注射部位及
注射剂量进行合理指导，并需要由护理人员亲自监督其练习注射，同
时向其讲述注射技巧及低血糖的相关内容，若孕妇出现低血糖时，需
要及时上报医生。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对比两组孕妇护理后护理满意情况及各项生活质量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9.0 进行数据分析，并采用 n%

表示计数资料，行χ2 检验；采用Χ±s 表示计量资料，行 t 检验，对
比数据存在差异则具有统计学意义且 P<0.05。 

2 结果， 
2.1 护理后对比观察组及对照组护理满意情况 
观察组护理程度为满意 20 例（50.00%），满意程度一般 17 例

（42.5%），满意程度为不满意 3 例（7.50%）；对照组护理程度为满
意 18 例（45.00%），满意程度一般 10 例（25.00%），满意程度为不
满意 12 例（30.00%），对比两组数据，对照组护理满意率低于观察
组，P<0.05，χ2 值为 0.0099。 

2.2 护理后对比两组孕妇各项生活质量评分 
对照组护理后孕妇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低于观察组，P<0.05，详

见表 1。 
表 1 护理后对比两组孕妇各项生活质量评分（Χ±s） 

组别 例数（n） 情感职能 心理状态 社会关系 身体健康 总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 40 24.45±2.32 25.32±2.45 28.82±2.63 26.38±2.56 94.46±3.52 
对照组 40 20.24±2.18 21.35±2.24 23.42±2.39 22.24±2.31 84.42±3.31 

t  8.3638 7.5635 9.6103 7.5935 13.1417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结论 
妊娠期糖尿病孕妇需要采用积极的护理措施进行干预，这样不仅

会提高血糖控制效果，还可为孕妇身体健康进一步提供保障[2-3]。目
前，采用临床护理路径方式制定合理的护理路径，对孕妇日常饮食及
用药进行积极干预，并由护理人员对其监督与指导，同时对家属及孕
妇共同展开健康宣教，促进家属及孕妇对妊娠期糖尿病了解，以便于
后期护理持续开展，进而到达控制血糖目的[4-5]。 

本次研究通过采用临床护理路径进行干预得出，护理后观察组护
理满意率显著及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存在明显
统计学意义。由此可证明，孕妇护理满意度与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与
临床护理路径有着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予以妊娠糖尿病孕妇临床护理路径，有效提高临床效
果，同时护理后孕妇有着极高的护理满意度，促使护理水平得到提升，

在临床中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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