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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高纤杂粮复合膳食在妊娠期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中的效果。方法：选取自2020年4

月~2022年4月到我院就诊的96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以计算机完全随机分组法均分为实验组及参照组,

每组各48例。参照组行常规妊娠期糖尿病饮食治疗,实验组加行高纤杂粮复合膳食。对比两组的血糖水

平、血脂水平及排便情况。结果：实验组FPG、2hPG及GHB水平均低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成立

(P<0.05)；实验组TG、TC及LDL-c水平均低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成立(P<0.05)；实验组HDL-c水平

高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成立(P<0.05)；孕妇粪便实验组第一类、第二类少于参照组,第三类、第四类

多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成立(P<0.05)。结论：高纤杂粮复合膳食在妊娠期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中的

效果显著,患者的血糖及血脂水平显著改善,便秘情况缓解,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建议临床中进一步推广

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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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igh-fiber multigrain compound diet in the medical nutrition 

treatment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Methods: A total of 96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who 

visited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20 to April 2022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reference group by computer random grouping method, 4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diet,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a high-fiber mixed grain 

diet.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blood lipid level and defecation situa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FPG, 2hPG and GHB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established (P<0.05). ); the level of HDL-c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established (P<0.05);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pregnant women, the first and second types of feces were less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third and fourth types were more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established (P<0.05). Conclusion: The high-fiber and miscellaneous grains compound die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medical nutrition treatment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The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lipid levels of the patients a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constipation is relieved. It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It is recommended to further promote and apply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high-fiber multigrain compound diet;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medical nutrition therapy; 

blood glucose level; blood lipid level; defecation situation 

 

引言 

妊娠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妊娠

期多发疾病,为在怀孕期间首次出现的葡萄糖耐量异常状态[1],

会导致产妇出现妊娠高血压、羊水过多、感染、糖尿病酮症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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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等症状,从而致使巨大胎儿出现、胎儿宫内缺氧以及新生儿

心肺功能异常,严重威胁母婴生命安全[2]。近年来,由于孕妇高

龄化,膳食结构不合理,缺少运动等因素,加上医疗诊断技术和

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GDM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3]。因此,需要

对GDM患者进行科学饮食,改善患者的血糖、血脂水平[4]。医学

营养治疗(Medical Nutrition Therapy,MNT)是重要的治疗方式

之一,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患者对饮食的自我控制效果并不十分

理想,医院提供的饮食处方在患者中的依从性个体差异较大,因

此常规医学营养治疗的效果差强人意。高纤杂粮复合膳食餐包

服用简单方便,患者依从性好,故本文特研究高纤杂粮复合膳食

在妊娠期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中的效果。详见下文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自2020年4月~2022年4月到我院就诊的96例妊娠期糖

尿病患者。以计算机完全随机分组法均分为实验组及参照组,

每组各48例。纳入标准：(1)符合临床中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

诊断标准；(2)患者对本次研究内容全部知晓并签署配合同意

书；(3)全部为单胎妊娠；(4)本次研究已取得我院伦理委员会

的许可同意。排除标准：(1)合并重大器官疾病；(2)合并恶性

肿瘤疾病；(3)高龄初产妇；(4)对本次研究内容不耐受；(5)

不愿配合或中途退出。以计算机完全随机分组法将其分为实验

组、参照组各48例。实验组年龄24~31岁,平均(25.62±2.54)

岁；BMI22~31kg/m2,平均(24.58±3.47)kg/m2；孕期增重3~5kg,

平均(4.12±0.21)kg。参照组年龄23~30岁,平均(25.47±2.48)

岁；BMI21~30kg/m2,平均(26.03±2.76)kg/m2；孕期增重4~6kg,

平均(4.29±0.23)kg。对比两组患者的年龄、BMI及孕期增重等

基线资料,统计学差异不存在(P>0.05),可将两组进行临床对

比。本研究采纳国际妊娠合并糖尿病研究组(IADPSG)的 新诊

断标准：在妊娠24-28周就诊时进行75g葡萄糖耐量(Oral gluco 

se tolerance test OGTT)试验。空腹血糖≥5．1mmol／L；1h

血糖≥10．0 mmol／；2h血糖≥8．5 mmol／；任意一点血糖值

异常即可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 

1.2方法 

参照组行常规MNT治疗,护理人员依据患者的自身情况为患

者制定详细的用餐时间以及用餐量。实验组加行高纤杂粮复合

膳食餐包。该餐包由深圳市爱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每包

18g,以10包为一盒。其中玉米纤维成分占38.9%,小麦纤维成分

占19.4%,燕麦纤维成分占38.9%,大豆纤维成分占5.5%。患者每

日食用2次,每次1包。食用方法为,将本品加入150ml开水搅拌均

后餐前服用。两组均行为期2个月的干预。 

1.3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对比两组的血糖水平、血脂水平及排便情况。 

1.3.1血糖水平观察指标 

以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glucose,FPG)、餐后2h血糖

(2-Hour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2hPG)及糖化血红蛋白

(glycated hemoglobin |glycosylated hemoglobin,GHB)测评

患者的血糖水平。正常值：(1)FPG≤5.3mmol/L；(2)2hPG≤

6.7mmol/L；(3)GHB<5.5%。 

1.3.2血脂水平观察指标 

以血清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甘油三酯(tria 

cylglycerol,TG)、低密度脂蛋白(Low-Densith Lipoprotein, 

LDL)及高密度脂蛋白(High-density lipoprotein ,HDL)测评患

者的血脂水平。正常值：(1)TC:2.83~5.20mmol/L；(2)TG：0.45～

1.69mmol/L；(3)LDL：2.07~3.37 mmol/L；(4)HDL：>1.04 mmol/L。 

1.3.3排便情况观察指标 

应用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对患者的大便情况进行分级。将

大便类型分为7类。第一类：羊粪状,硬球,排便困难；第二类：

麻花状,表面凹凸；第三类：香肠状,表面存在裂痕；第四类：

香蕉状,类似蛇形或香肠,表面光滑；第五类：棉花糖状,断边光

滑、柔软块状；第六类：软稠状,粗边蓬松,大便成糊状；第七

类：液态,无固体块或完全液体。第三、四类为正常排便类型。

第一、二类为便秘类型,第五、六、七类为存在腹泻类型。本次

研究中无第六、第七两类。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6.0软件对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

以百分率(%)表示,行2检验,计量资料以平均值±标准差(±s)

表示,行t检验,P<0.05时,组间对比差异成立。 

2 结果 

2.1两组血糖水平对比 

实验组FPG、2hPG及GHB水平均低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成

立(P<0.05),见表1所示。 

表1  两组血糖水平对比表(±s) 

组别 例数 FPG(mmol/L) 2hPG(mmol/L) GHB(%)

实验组 48 5.18±1.05 5.65±1.22 5.36±1.14

参照组 48 6.31±1.12 6.92±1.13 6.22±1.07

t - 5.077 5.291 3.811

P - 0.000 0.000 0.000
 

2.2两组血脂水平对比 

实验组TG、TC及LDL-c水平均低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成

立(P<0.05)；实验组HDL-c水平高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成立

(P<0.05),见表2所示。 

表2  两组血脂水平对比表(±s) 

组别 例数
TG(mmol

/L)

TC(mmol

/L)

LDL-c(m

mol/L)

HDL-c(mmo

l/L)

实验组 48
3.01±

0.98

5.97±

1.20

3.08±

0.67

1.79±

0.61

参照组 48
3.47±

0.94

6.83±

1.34

3.54±

0.92

1.52±

0.57

t - 2.347 3.312 2.800 2.241

P - 0.021 0.001 0.006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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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两组排便情况对比 

实验组第一类、第二类少于参照组,第三类、第四类多于参

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成立(P<0.05),见表3所示。 

表3  两组排便情况对比表[n(%)] 

项目
实验组

(n=48)

参照组

(n=48)
χ2 P

第一类 6 15 4.937 0.026

第二类 9 18 4.174 0.041

第三类 13 5 4.376 0.036

第四类 19 10 4.002 0.045

第五类 1 0 1.011 0.315
 

3 讨论 

膳食纤维是继蛋白质、脂质、矿物质、水、维生素及碳水

化合物以来的第七营养素,虽然无法被肠道分解,但是在机体健

康保障中具有重要作用。膳食纤维能够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

饮食,是医学治疗妊娠期糖尿病的基础[5]。膳食纤维是益生菌生

长的基础,而且能够加强肠胃的蠕动作用,降低机体对糖类的吸

收速度。而另有研究显示,膳食纤维能够保障机体对于胰岛素产

生敏感性,当膳食纤维水平较低时,会诱发糖尿病[6]。鉴于此,

本文特研究高纤杂粮复合膳食在妊娠期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中

的效果。 

本次研究数据显示,实验组FPG、2hPG及GHB水平均低于参照

组,组间对比差异成立(P<0.05)；实验组TG、TC及LDL-c水平均

低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成立(P<0.05)；实验组HDL-c水平高

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成立(P<0.05)；实验组第一类、第二类

少于参照组,第三类、第四类多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成立

(P<0.05)。通过提高膳食纤维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相关血糖水

平,改善患者的胰岛素抵抗情况,当患者胰岛素敏感性提高时,

能够促进机体纠正糖代谢紊乱[7]。而且显示纤维能够延缓减少

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促进人体分泌胰岛素。并且还能改善肠道菌

落平衡,在大肠内发酵后出现短链脂肪酸,促进胰岛素水平的提

高[8]。而且本次研究中应用的高纤杂粮复合膳食能够加强患者

的饱腹感,使脂肪消化率降低,有效控制患者的增重水平。同时,

减少患者对于高脂食物的摄入,有效控制患者的血脂水平。另外,

膳食纤维对于小肠及大肠的吸收存在一定的抵抗力,使得患者

的排便通畅,改变患者因怀孕后缺乏运动而导致的便秘等情况,

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9-10]。 

4 结语 

综上所述,高纤杂粮膳食在妊娠期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中

应用的效果显著,患者的血糖及血脂水平显著改善,便秘情况缓

解,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建议临床中进一步推广及应用。 

课题： 

农业农村部杂粮加工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项目编号：

2020CC007；2021年成都市医学科研课题,课题编号：202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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