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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评价知信行模式对妊娠期糖尿病一日门诊患者的随访管理效果。方法：将200例妊娠期糖尿病患

者按住院时间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由门诊护士为主导开展的妊娠期糖尿病一日门诊健康教

育传统方案，观察组由妊娠期糖尿病专科护士主导按照知信行模式开展糖尿病一日门诊健康教育进行孕

期全程随访管理。干预6周后比较两组血糖指标、糖尿病知识水平、自我管理效能。结果：干预后观察组

血糖达标率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血糖监测次数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妊娠期糖尿病专科护士运用知信行模式对糖尿病一日门诊尿病患者孕期全程随访管理在控

制孕期血糖方面显著有效，能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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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model on the follow-up manage-
ment of one-day out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 Methods: 200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hospitalization practice.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scheme of one-day outpatient 
health education for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led by outpatient nurse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ed by gestational diabetes specialist nurses to carry out diabetes one-day outpatient 
health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mode of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for the whole pregnancy 
follow-up management. After 6 weeks of intervention, the blood glucose index, diabetes know-
ledge level and self-management efficac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rate of reaching the standard of blood gluc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
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the number of blood glucose moni-
tor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model by specialist nurses with gesta-
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i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in controlling blood sugar during pregnancy and 
can improve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diabetic one-day outpatients with urinary disease 
during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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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是妊娠期才发生的不同程度糖代谢异常的妊娠期合

并症[1]。国际糖尿病联合会(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IDF)公布 2019 年全球 20~49 岁 GDM 发病率

为13.21% [2]。近10年我国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大幅增长，其患病率已达17.5% [3]。有研究表明，80%~90%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通过指导后进行饮食运动可以良好地调控血糖[4]，而以门诊护士为主导的“糖尿病一

日门诊”只能对 GDM 患者进行 8~12 小时的教育指导，GDM 患者回家后无法良好地按照要求进行饮食

和运动[5]，并且也没有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进行全程、规范随访管理。本研究将探讨妊娠期糖尿病专科

护士运用知信行模式对妊娠期糖尿病一日门诊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并利用微信平台全程随访管理的效果，

以促进 GDM 患者形成健康科学饮食及生活方式，旨在为促进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形成提供

临床指导。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定期产检建档孕中期确诊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入

院顺序分组，2019 年 1 月~2019 年 6 月入院为对照组，2019 年 7 月~2019 年 12 月入院为观察组，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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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纳入标准：① 符合 GDM 诊断依据《妊娠合并糖尿病诊治指南》(2014)推荐的诊断标准；② 单胎妊

娠，在我院建档产检并计划在我院分娩；③ 熟练使用手机社交媒体；④ 无精神疾病或严重心肝肾功能

异常，无智力及语音障碍；⑤ 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所有参与者都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

标准：① 伴有严重并发症或合并症；② 交流障碍，精神障碍。对照组中孕妇年龄 23~45 岁，平均(34.86 
± 4.26)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3 例，高中 25 例，大专 32 例，本科及以上 40 例。观察组孕妇年龄 21~44
岁，平均(32.82 ± 5.21)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4 例，高中 26 例，大专 28 例，本科及以上 42 例。两

组患者年龄、文化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2.2. 方法 

2.2.1. 干预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门诊护士为主的妊娠期糖尿病一日门诊的健康教育指导，进行饮食、运动及血糖监测

等教育活动。观察组制定基于知信行模式的糖尿病一日门诊和随访管理干预方案。方案由一名产科医生，

一名产科主任护师及两位主管护师共同讨论制定。课程方案以“知、信、行”理论模式的三个阶段—获

取知识、产生信念、形成行为为基础制定干预内容，具体内容见表 1。 
 
Table 1. Nursing intervention program based on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model 
表 1. 基于知信行模式的护理干预方案 

干预变量 干预目的 时间和方式 内容 

知识 增加 GDM 患者对妊娠

期糖尿病的认知 

第 1 周：面对面的糖尿病一日门诊健康

教育① 妊娠期糖尿病影响；② 血糖监

测操作指导；③ 饮食指导与记录；④ 
运动指导。⑤ 建立社交媒体随访管理

档案 

① 讲解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对母乳

危害的影响；② 孕期体重管理和合理膳

食，体验医院营养膳食科根据个人定制的

早餐、午餐和加餐；③ 孕期运动，带练妊

娠期糖尿病保健操半小时；④ 血糖管理指

导，教授 GDM 患者进行血糖监测，⑤ 微
信加患者为好友，讲解如何在微信中利用

小程序记录和发送每天饮食和血糖。 

信念 促进 GDM 患者正确信

念、态度的形成 

第 1~6 周：制定标准化的社交媒体随访

指南，每周一次，每次至少 10 个互动

问题，加强患者对 GDM 饮食运动概念

的重视和加深认识。 

① 按照预产期月份分类建立 GDM 患者微

信群，在微信群里发布妊娠期糖尿病危害

和影响、膳食控制要点、食物交换份法知

识、体重管理、血糖正常值参考、食谱推

荐等科普文章。② 按照随访指南每周定时

对上传的膳食记录和血糖值进行整理和记

录，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反馈，引导关于膳

食和运动的话题讨论，启发患者对自身的

血糖和饮食运动进行总结和分析。 

行为 引导 GDM 患者健康行

为的形成 
干预起至妊娠结束：每两周一次随访指

导，微信小程序记录 

① 嘱患者定期(每隔一周的周五)进行自我

血糖检测、利用小程序记录当天膳食和血

糖值，直至妊娠结束。 

2.2.2. 观察指标 
1) GDM 知识水平：比较两组干预前和干预后 GDM 知识得分，自行设计 GDM 知识问卷，测量患者

对 GDM 及治疗的认知水平，是非题，每题 1 分，总得分范围为 0~20 分。 
2) 自我管理行为：比较两组干预前、干预 1 周、干预 6 周后自我血糖监测次数及血糖达标率。本研

究中对血糖达标率定义为：各时段符合中国妊娠合并糖尿病诊治指南(2014)标准的血糖值次数占测量总数

的比值≥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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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我效能：比较两组干预前、干预 6 周后自我效能，采用陈琪等[6]研制的糖尿病自我效能量表，

包含 20 项。评估了受访者相信可以管理他们的血糖、饮食、锻炼水平的程度。应答分为 11 个等级，“完

全无法做到”为 0 分，“完全可以做到”为 10 分，总得分范围为 0~200 分，分数越高代表自我效能越高。

得分指标 = (分量表的实际得分/该量表的可能最高得分) × 100%。按照得分指标的高低进行排序，将自我

效能分为 3 个等级：良好、一般和差，其中≥80%为自我效能良好，40%~80%为自我效能一般，≤40%为

自我效能差。 

2.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5.0 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各指

标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及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3. 结果 

1) 两组干预后妊娠期糖尿病知识得分(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knowledge scores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表 2. 两组干预前后妊娠期糖尿病知识得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100 13.43 ± 4.17 16.26 ± 3.52 

观察组 100 13.42 ± 4.30 19.81 ± 0.96 

t  0.557 −1.918 

P  >0.05 0.028 

 
2) 两组干预后自我管理行为指标的比较(血糖监测次数、血糖达标率) (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indicators after intervention 
表 3. 两组干预后自我管理行为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血糖监测次数(次) 血糖达标率(%) 

干预后 1 周 干预后 6 周 干预后 1 周 干预后 6 周 

对照组 100 12.30 ± 5.39 16.68 ± 8.84 74.32 ± 12.42 59.79 ± 20.76 

观察组 100 15.81 ± 6.31 23.92 ± 8.56 79.42 ± 16.91 86.48 ± 23.12 

注：两组干预后血糖监测次数、血糖达标率比较，组间、不同时间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自我效能得分比较(表 4) 
 
Table 4.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self-efficacy 
表 4. 两组患者自我效能得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100 84.95 ± 7.06 113.43 ± 15.30 

观察组 100 88.55 ± 6.27 128.65 ± 11.34 

t  2.984 −2.679 

P  >0.05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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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妊娠期糖尿病的高发病率和给母儿带来的不良影响，使得越来越重视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糖管理。妊

娠期糖尿病患者作为血糖管理的主要承担者，其自我管理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改变孕期高血糖状况。妊

娠期糖尿病患者自我血糖管理的水平，如膳食的精细控制，运动疗法的贯彻执行、血糖的规范监测等，

可以使血糖波动平稳，顺利渡过妊娠期，减少母儿并发症[7]。本研究中观察组在知信行模式的护理干预

方案下，分阶段有计划地获得信息支持，第一周面对面的糖尿病一日门诊有针对性的提供基础信息，增

加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对疾病及自身状态的认知。本研究中观察组在妊娠期糖尿病知识的得分上高于对照

组，表明知信行模式下的糖尿病一日门诊联合社交媒体的随访管理对有效提高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疾病知

识有促进作用。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在干预后一周、干预后六周的血糖监测次数、血糖达标率均有差异，其中随着干预

时间的推移，血糖监测次数不断增加，这说明六周定期的随访管理促使患者自我管理意识的提高以及对

血糖精确控制的重视。在干预后 1 周到干预后 6 周，每个时间点的两组血糖监测次数、血糖达标率均有

差异，且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并且血糖达标率随着干预时间的推移而升高，说明随着随访的次数增加，

患者对妊娠期糖尿病知识的不断累积，以及血糖结果的正向刺激下，说明知信行模式下妊娠期糖尿病一

日门诊的随访管理能持续有效促进自我管理行为的形成，对后期行为的维持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改善

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后续的健康行为模式。 
自我管理效能是指人们对于自己实现特定的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念或信心，是个体对自身完成

某一特定行为并达到预期结果的自信程度[8]。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如果能形成良好的自我管理效能，即健

康行为在一个家庭中成为常态，势必对子代的生活方式产生积极影响。本研究干预持续六周，每周 1~2
次，正向促进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对疾病正确信念及态度的形成，最终引导患者健康行为的形成。有研究

表明，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孕妇分娩信心，调动治疗积极性，从而利于血糖的控制，减少产后

并发症的发生[9]。本研究中观察组干预六周后自我效能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表明

定期规律的即时干预对患者自我管理效能的提高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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