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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

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中运用疗效

吴桂杰  王  艳  时玲玲

沧州市人民医院产科三区  河北  沧州  061000

摘要：目的：针对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在对其进行护理过程中，探究其运用优质护理服务模式的临床疗效。方法：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为到

我院接受治疗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样本量共抽取 90 例，按照入院先后顺序的方法将所抽取样本量分成两个组，常规组 45 例患者接受常规护理，

采用优质护理服务模式的设为研究组（45 例）；分组完成后对两组患者实施不同模式的护理进行干预，并统计评估这些患者的相关临床指标，以此

来评比两种护理方式的临床疗效，在统计患者护理效果的过程中，同时对比了两组患者的血糖水平。结果：对比分析实验研究所得数据，可以掌握到，

在统计评估各组之间血糖的实际水平后得出，研究组血糖水平比常规组控制的更好（P ＜ 0.05）；研究组概率为 97.78% 明显比常规组 86.67% 要高（P
＜ 0.05）。结论：本文通过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采取了不同护理干预后，根据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统计评估后得出：运用优质护理服务模式进行干预，

可显著调节患者的血糖水平，提高患者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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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是一种妊娠期常见的并发症，其主要由于妊娠后母

体糖代谢紊乱所引发，其对于孕妇和胎儿的危险性极高，产妇容易出

现高血压、羊水过多等情况，而对于胎儿而言，其容易引发高血糖、

巨大胎儿等等疾病 [1]。因此需要对其实施有效的护理措施进行干预。

本文为了探讨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效果，在

研究的过程中，选取了 90例到我院接受诊治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作
为样本进行研究。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2019年 8月- 2021年 10月来我院诊治的 90例妊娠

期糖尿病患者；入选的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的意向书，且自愿加入到

此次研究中，其对治疗的依从性均较高；排除正参与其他类似的研究

者以及认知障碍者。样本共 90例，以入院先后顺序的方法将所有患
者均分两组，其中一组为研究组（45例）：患者年龄区间 23-43岁之
间，年龄均值为 26岁；另一组 45例常规组患者，年龄范围 23-36岁，
年龄平均 28岁；本研究所抽取的这些患者，分析比较一般资料没有
显著的不同（P＞ 0.05），可以对数据进行统计。

1.2方法
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即监测患者血糖，按医嘱叮嘱患者用药，

对其进行健康教育等日常护理。

研究组对患者进行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干预。（1）建立小组并对
小组成员进行培训，将责任和任务落实到个人头上，从患者入院直至

治疗结束出院，护理人员需要将疾病有关知识、治疗方法、注意事项

等告知患者及其相对应的家属，提高护理的有效率。（2）在对患者
进行护理的过程中，需要根据患者实际病情对其进行针对性护理，了

解患者疾病情况，控制其饮食，从根本上进行控制。同时在对其治疗

过程中，对于出现不良情绪的患者，需要及时与其沟通，对其进行心

理疏导，缓解不良的消极情绪，提高患者对治疗的配合度。（3）在
对患者护理时，需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并根据患者的实际需求

对其进行护理，同时为其创建一个舒适温馨的病房环境。

1.3评价标准
（1）分析各组血糖水平：对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后的血糖进行测

量，并对比其血糖值。

（2）组间临床效果分析：对所有患者经过不同护理模式干预后
的病情改善情况进行详细地记录，并对相关数据整理统计评估。临床

效果评价标准：临床症状完全好转，则为显效；临床症状有所改善，

没有出现相对严重的不良并发症则为有效；无效：经护理，患者临床

症状无变化，并没有达到以上标准 [2]。

1.4统计学分析方法
采用SPSS23.0处理相关数据资料，t和 x2检验组间数据，标准差%

表示计量资料、计数资料，P＜ 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组间血糖水平调查评估，见表 1。

表 1组间血糖水平调查分析（n=45,x±s）

组别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2h血糖（mmol/L）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8.67±2.35 5.14±1.52 11.73±2.57 8.22±1.76 8.22±1.77 5.24±1.23
常规组 8.53±2.26 7.32±2.11 11.62±2.66 10.14±2.24 8.17±1.65 7.58±1.42

t值 0.288 5.624 0.200 4.580 0.139 8.356
P值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2.2组间临床效果调查评估，见表 2。
表 2组间临床效果调查分析（%）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45 31（68.89） 13（28.89） 1（2.22） 44（97.78）
常规组 45 19（42.22） 20（44.44） 6（13.33） 39（86.67）

x2值 - - - - 3.873
P值 - - - - P＜0.05

3、讨论

对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而言，若不及时对其进行治疗，导致病情

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引发酮症酸中毒，严重威胁母婴健康。为了确

保母婴的身体健康，因此需要在治疗的过程中加以护理干预。优质护

理服务模式通过建立小组、控制饮食、针对性护理、心理护理等方面，

从基本上解决患者的问题，尽可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不但更好的控

制了患者的血糖情况，而且提高临床效果 [3]。本次研究将常规护理与

优质护理服务模式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在统计评估各组之间的血糖

水平的实际情况后得出，研究组的血糖水平控制效果更佳，数据总结

整理，可以看出实施优质护理服务模式的研究组临床效果更好。

总之，针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来说，对其实施优质护理服务模式

进行干预，能够有效控制患者血糖水平，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

对患者的临床效果起到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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