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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一种发生在妊娠期间的糖

尿病类型， 其特殊性质使其在孕妇和胎儿的

健康方面引起了广泛关注。 本文将为大家介

绍妊娠期糖尿病的起因、症状、风险因素以及

预防治疗方法， 以帮助更多孕妇了解和应对

这一“甜蜜”挑战。

一、妊娠期糖尿病的起因

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主要与孕妇体内胰

岛素的不足或效应不足有关。在妊娠期间，孕

激素如雌激素和胰岛素抵抗素水平升高，导

致体内胰岛素的需求增加。 如果胰岛素分泌

不能满足这一需求，血糖水平就会升高，从而

引发妊娠期糖尿病。

二、妊娠期糖尿病的症状

妊娠期糖尿病常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因

此很多孕妇可能在没有进行糖耐量试验前并

不知道自己患有该病。 然而，在一些情况下，

孕妇可能出现以下症状：1.频繁尿频：妊娠期

糖尿病的一个早期症状是频繁尿频。 这是由

于高血糖引起肾脏过滤多余糖分， 尿液中糖

分增多，刺激膀胱，导致孕妇感到尿频增多。

尽管这也是孕期正常的生理现象之一， 但频

繁的尿频可能是潜在妊娠期糖尿病的信号，

特别是当伴随其他症状时。 2.口渴和饥饿感：

高血糖水平使得身体细胞无法有效利用血液

中的葡萄糖，导致孕妇感到口渴和饥饿。 这

是因为细胞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身体产生

饥饿和渴望补充能量的信号。 这些感觉的出

现可能与正常的孕期症状相似，因此在孕妇

感觉异常时，建议进行进一步的血糖检测。 3.

疲劳感：血糖异常可能导致身体细胞无法获

得足够的能量，因此孕妇会感到疲劳。 疲劳

感是妊娠期糖尿病的早期征兆之一，尤其是

在饮食和运动习惯没有大幅改变的情况下。

4.视力模糊：高血糖可能导致眼球水分流失，

进而引起视力模糊的症状。 表现为孕妇感到

眼前物体变得模糊或看不清。 视力模糊不仅

影响日常生活，还可能是妊娠期糖尿病的一

个警示信号。

三、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因素

1.年龄：年龄超过 25 岁的孕妇患妊娠期

糖尿病的风险较高。 2.体重：超重和肥胖是妊

娠期糖尿病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 3.家族病

史：如果家庭中有糖尿病病史，孕妇患病风险

也会相应增加。 4.种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

洲的孕妇患病风险相对较高。 5.胎儿大：如果

之前的孕产经历中有大于 9 磅（约 4.1 千克）

的婴儿，患病风险也增加。

四、妊娠期糖尿病的影响

妊娠期糖尿病不仅对孕妇自身的健康造

成影响， 还可能对胎儿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影

响。对孕妇而言，未及时治疗的妊娠期糖尿病

可能增加患有 2型糖尿病的风险， 同时也增

加了其他妊娠并发症的发生概率。 对胎儿来

说， 妊娠期糖尿病可能导致胎儿超大、 低血

糖、黄疸等并发症。 此外，这些胎儿在成年后

也更容易患有肥胖、2 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成为慢性疾病的高风险人群。

五、预防与治疗方法

1.定期产前检查：定期产前检查是妊娠

期糖尿病预防和管理的关键一环。 通过监测

血糖水平和进行糖耐量试验， 医生可以及时

发现患病迹象，有助于采取早期干预措施，从

而减少对母婴的潜在危害。

2.保持健康体重：控制体重是预防妊娠

期糖尿病的重要一环。 过度肥胖增加了患病

的风险， 而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度的运动来

维持健康体重，不仅可以减少患病风险，还有

助于提升整体健康水平。

3.饮食调理：孕期饮食调理是预防妊娠

期糖尿病的基石。避免高糖和高脂食物，注

重膳食中蔬菜、水果、全谷类和瘦蛋白的摄

入，有助于维持血糖水平的稳定。孕妇可以

咨询专业营养师的建议， 制定适合自己的

饮食计划。

4.适量运动：适量的体力活动对提高胰

岛素敏感性和降低血糖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合理的运动包括散步、游泳、瑜伽等，但在进

行任何运动前，孕妇应先咨询医生的建议，确

保选择的运动方式和强度适合自己身。

5.药物治疗：在一些情况下，尽管生活方

式调整仍不足以维持血糖水平的稳定， 医生

可能会建议使用胰岛素或口服药物。 这些药

物有助于帮助孕妇更好地管理血糖水平，确

保母婴的安全。

六、结语

妊娠期糖尿病是孕期常见的代谢性疾

病，对母婴健康都有潜在影响。通过科学的

预防和治疗手段， 可以有效减少其对孕妇

和胎儿的不良影响。 孕妇在怀孕期间要密

切关注自身身体状况， 积极配合医生的建

议，以确保自己和胎儿的健康。在科学的指

导下， 我们相信每个准妈妈都能够迎接到

一个健康宝宝的到来。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安县医院）

肾结石防治的综合护理方法

□

石利芳 王爱玲

肾结石是一种常见而痛苦的疾病，

其发生与现代生活方式、 饮食结构等因

素密切相关。 肾结石的护理健康宣教至

关重要，它不仅涉及到患者的个体健康，

更关系到社会的公共卫生。 本文将从了

解肾结石、预防、管理以及宣教的角度入

手，为读者提供全面而深入的知识，助力

大家更好地理解、预防和管理肾结石。

一、了解肾结石

1.什么是肾结石：肾结石，是一种在

人体尿液中形成的硬结晶， 通常由尿液

中的溶质（如钙、草酸、尿酸等）过度浓缩

而形成。 这些结晶在尿液中逐渐沉淀，随

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凝聚成坚硬的小石

头，称之为肾结石。

2.肾结石成因及形成机制：肾结石的

形成与多种因素有关。 饮食是其中一个

重要的影响因素， 过高的盐分和蛋白质

摄入、 缺乏水分等都可能导致尿液中溶

质浓度升高， 为结石的形成提供了有利

条件。 生活方式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缺乏

运动、 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等都可

能导致尿液滞留，增加结石的风险。

3.肾结石症状：肾结石可导致多种症

状，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剧烈的腰部或腹

部疼痛，通常在背部或腹部的一侧出现。

其他症状可能包括尿液混浊、尿频、尿急

等。 这些症状的出现与结石的大小、位置

以及是否阻塞尿路有关。

二、预防肾结石

1.充足的水分摄入：保持充足的水分

摄入是预防肾结石的首要步骤。 水分能

够有效地稀释尿液中的溶质， 使其不容

易结晶沉淀形成结石。 推荐每日饮水量

为约 2-3 升，具体饮水量因个体差异、气

候和活动水平而异。

2.适度控制盐分摄入：高盐饮食可能

导致尿液中钠的积聚， 增加结石的形成

风险。 因此，适度限制盐分摄入对于预防

肾结石十分重要。 选择新鲜食材，避免过

多食用加工食品， 是有效的控制盐分的

方法。

3.控制蛋白质摄入：高蛋白饮食会增

加尿液中草酸和尿酸的浓度， 为结石的

形成提供条件。 适度控制动物蛋白的摄

入，选择瘦肉、鱼类、豆类等蛋白质来源，

有助于降低结石风险。

4.规律运动：规律运动有助于提高身

体的新陈代谢，促进尿液的排泄，降低尿

液中溶质的浓度。 适度的有氧运动，如散

步、慢跑、游泳等，可以作为预防肾结石

的一部分。

5.避免过度饮酒和咖啡因摄入：过量

的酒精和咖啡因摄入可能导致尿液脱

水，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 因此，适度饮

酒、 限制咖啡因摄入有助于维持良好的

尿液状态。

6.定期体检和咨询专业医生：定期体

检可以帮助及早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 ，

包括肾结石。 与专业医生进行定期咨询，

了解个体的身体状况， 制定科学的生活

方式和饮食计划， 有助于预防肾结石的

发生。

三、护理健康宣教

1.知识普及：护理健康宣教的首要任

务是普及肾结石的相关知识。 包括病因、

症状、治疗方法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以帮

助患者深入了解疾病的本质。 医护人员

可以通过讲座、手册、宣传册等多种方式

向患者传递这些知识， 使其建立正确的

认知基础。

2.饮食和生活指导：宣教不仅限于传

递理论知识， 更应该关注患者在日常生

活中的实际行为。 护理人员可以通过个

性化的饮食指导， 教授患者如何科学搭

配食物、控制盐分、合理摄入水分等，帮

助患者调整饮食结构， 降低结石的形成

风险。 同时，提供生活方式的建议，如合

理锻炼、保持充足睡眠等，有助于全面提

升患者的健康水平。

3.个体化护理计划：每位患者的身体

状况和生活习惯都不尽相同，因此，护理

健康宣教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

个体化的护理计划。 通过深入了解患者

的饮食、运动、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信息，

护理人员可以为患者量身定制针对性的

健康宣教方案， 提高患者的学习积极性

和执行力。

4.社会影响力：护理健康宣教不仅关

注患者个体，还应当具备社会影响力。 通

过开展公众教育活动、 参与社区健康讲

座等方式， 可以提高社会大众对肾结石

的认知水平， 促使更多人关注和采取预

防措施。 这有助于形成一个全社会共同

关注和防治肾结石的氛围， 推动公共健

康事业的发展。

肾结石的护理健康宣教是一个综合

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医护人员、患者和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通过深入了解肾结

石、 科学预防、 有效管理以及广泛的宣

教， 我们有望在未来减少肾结石的发生

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实现全社会的

健康共赢。

（作者单位：武警重庆总队医院）

癫痫的药物治疗及护理方法

□

苏玉莲

癫痫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它可能会对

患者的生活产生显著影响。 尽管癫痫无法根

治，但通过正确的护理和管理，可以有效减轻

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本文将为大家介绍一些

关于癫痫护理的重要知识， 帮助您更好地了

解如何应对这一疾病。

一、癫痫的基本知识

1. 定义和原因： 癫痫是一种神经系统疾

病，由于脑部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表现为一

系列突发性症状。 这些异常放电可能由多种

因素引起，包括遗传、脑部损伤、感染、脑瘤或

代谢紊乱等。

2.症状：癫痫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主要

包括肌肉抽搐、意识丧失和行为突变等。不同

患者的症状可能有所不同， 这取决于脑部受

影响的区域和程度。

3.诊断：癫痫的诊断通常基于患者的症

状描述和病史，辅以脑电图（EEG）和影像学

检查，如磁共振成像（MRI）或计算机断层扫

描（CT）。

二、癫痫的药物治疗

癫痫的主要治疗方法是药物治疗， 其核

心目标是有效控制或显著减少发作频率。 在

大多数情况下， 患者需要长期服用特定的抗

癫痫药物。医生会根据每位患者的病情特点，

包括发作类型、 年龄、 性别以及其他健康状

况，精心选择最适合的药物和剂量。这一过程

可能需要时间和耐心， 因为药物效果可能因

人而异。

三、癫痫护理方法

1.日常生活管理：避免诱发因素：关键

在于识别并避免那些可能触发癫痫发作的

因素。这包括保持足够的睡眠、避免过度疲

劳、 控制饮酒以及避免使用可能引发发作

的药物。 饮食和生活方式：维持健康的生活

方式对癫痫患者尤其重要。 这包括维持均

衡的饮食习惯、 保持规律的睡眠模式以及

进行适量的体育活动。 适当的体育活动可

以改善总体健康状况， 并可能有助于减少

发作频率。

2.药物管理：遵医嘱用药：对于癫痫患者

来说，严格遵守医生的用药指导至关重要。这

包括按时服药、 不随意更改药物剂量以及不

擅自停药。 不恰当的药物调整可能导致发作

频率增加或出现其他健康问题。监测副作用：

与医生保持紧密沟通， 关注药物可能带来的

副作用。 如果出现任何不适， 应及时告知医

生，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3.安全措施：家居安全：在家中实施一些

安全措施，以减少癫痫发作时的风险。 例如，

在浴室安装抓手、在地板上使用防滑垫、确保

家中没有尖锐或危险的物品。身份标识：佩戴

医疗警示手环或携带包含个人医疗信息的卡

片， 这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为医疗人员提供重

要信息。

四、癫痫的生活管理

1.情绪管理：癫痫患者可能会经历焦虑、

抑郁等情绪问题， 因此重视心理健康至关重

要。建议寻求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的帮助，加

强心理支持和情绪调节能力。 加入患者支持

小组或寻找其他患者共享经验， 也可能有助

于情绪管理。

2.社交参与：鼓励患者积极参与社交活

动，与家人、朋友和同事保持良好的关系。 避

免因疾病而社交孤立， 这对于心理健康和生

活质量的提升非常重要。

3.教育支持：对于患儿来说，在学校获得

适当的支持和理解极为重要。 与教师和学校

管理人员沟通孩子的特殊需要， 确保他们了

解癫痫发作的处理方式。

4.职业规划：成年癫痫患者在职业选择

时应考虑病情对工作能力和环境的影响。 选

择适合自己健康状况的工作， 与雇主进行开

放沟通，确保工作环境的安全。

五、癫痫急救措施

1.保持冷静：在发作时，保持冷静并观察

症状，记录发作的开始和持续时间。

2.安全措施：将患者平放在安全的地方，

头部下垫柔软物品以防头部受伤。 避免试图

控制患者的动作， 不要将任何物品放入患者

口中，以免造成窒息或损伤。

3.持续观察：如果发作持续超过五分钟

或患者在发作后未能迅速恢复意识， 应立即

寻求医疗帮助。在等待救援到来的过程中，继

续观察患者的状况。

六、结语

癫痫是一种需要长期关注和管理的疾

病，但不应阻止患者过上充实、健康的生活。

通过遵循医生的建议、 药物治疗和合理的生

活方式，癫痫患者可以有效地控制症状，减少

发作的风险。 同时家人和社会的支持也是非

常重要的。 希望这些科普知识可以帮助更多

人了解癫痫， 并为患者提供必要的关怀和支

持，以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作者单位：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中

医院）

妊娠期糖尿病的预防及治疗方法

□ 尚迎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