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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间体重增加状况对妇女
糖尿病发病影响的研究

杨敬红，张潇月，郑瑜

（四川省绵阳市中医医院 妇产科，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 ：目的   探讨妊娠期间体重增加状况对妇女糖尿病发病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1 年 7 月 -2016 年 4

月在该院分娩的妇女 1 842 例，依据糖尿病发病情况分为糖尿病组和健康对照组，并对入组孕产妇的临床资料

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糖尿病组和对照组的孕前体重指数（BMI）和妊娠期间增重比较，

经 t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即糖尿病组的孕前 BMI 和妊娠期间增重均高于对照组。孕前 BMI> 

25.0 kg/m2、年龄 >35 岁、糖尿病家族史、妊娠期间增重≥ 25.0 kg 妇女的糖尿病发病率高于其他妇女，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0.05）。孕前 BMI>25.0 kg/m2、糖尿病家族史、妊娠期间增重≥ 25.0 kg 是影响妊娠期妇女糖尿

病发病的危险因素（P =0.023、0.015 及 0.001）。结论  妊娠期间体重增加过多可增加妇女糖尿病发病的风险，

临床上应控制孕产妇妊娠期体重增加状况，避免增重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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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weight gain during pregnancy on incidence of 
diabetes mell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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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weight gain during pregnancy on the incidence of diabetes.  
Methods  Selected from July 2011 to April 2016, 1,842 women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diabetic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incidence of diabetes mellitus, and single factor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data of the pregnant women.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Body Mass Index and weight gain during pregnancy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diabetic group 
(P = 0.016 and 0.037). The dietary pre-BMI and weight gain during pregnanc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diabetes of women with pre-pregnancy BMI > 25.0 kg/m2, age > 35 years, family 
history of diabetes, or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 25.0 kg was higher than normal one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08, 0.025, 0.011 and 0.042, respectively). Pre-pregnancy BMI > 25.0 kg/m2, family history of 
diabetes and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 25.0 kg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diabetes mellitus in pregnant 
women (P =0.023, 0.015 and 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Excessive body weight gain during pregnancy can 
increase the risk of diabetes, which should becontrolled during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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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妊娠期并发症，患者

糖耐量存在不同程度的异常，发病率为 1% ～ 14%，且

近年来有升高趋势 [1-2]。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不仅影

响妊娠结局，还有可能对胎儿发育产生负面影响，因

此临床上应提高对妊娠期糖尿病的重视程度。现有的

研究报道证实，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与孕激素、糖皮

质激素等升高引起的胰岛素抵抗有关 [3-4]。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妊娠期糖尿病发病与肥胖存在密切

关联，但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尚不十分明晰。本研究

对近 5 年在绵阳市中医医院分娩的孕产妇的临床资料

进行了全面分析，旨在明确妊娠期间体重增加对糖尿

病发病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1 年 7 月 -2016 年 4 月在该院分娩符合

条件的孕产妇 1 842 例。依据糖尿病发病情况分为两

组：糖尿病组 138 例。年龄 21 ～ 36 岁，平均（26.2±3.1）

岁；健康对照组 1 704 例。年龄 20 ～ 37 岁，平均（25.9± 

2.0）岁。

1.1.1    纳入标准    ①糖尿病组符合糖尿病诊断标准 ；

②所有孕产妇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③经本院伦理委员

会知情同意。

1.1.2    排除标准    ①临床资料不完整 ；②长期服用影

响糖代谢的药物 ；③精神病患者 ；④不愿参与研究的

患者。

1.2    方法

收集入组孕产妇的临床资料，包括孕前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 BMI）、年龄、产次、文化程度、家

庭人均收入、糖尿病家族史及妊娠期间增重等。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

数资料用例（%）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相关因素

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P <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妇女的孕前 BMI、妊娠期间增重比较

糖尿病组的孕前 BMI 和妊娠期间增重均高于对

照组，经 t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2.2    影响妊娠期妇女糖尿病发病的单因素分析

孕前 BMI>25.0 kg/m2、年龄 >35 岁、糖尿病家族史、

妊娠期间增重≥ 25.0 kg 妇女的糖尿病发病率高于其

他妇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见表 2。

2.3    影响妊娠期妇女糖尿病发病的因素

孕前 BMI>25.0 kg/m2、年龄、糖尿病家族史、妊

表 1    两组妇女的孕前 BMI 和妊娠期增重比较    （x±s）

组别 孕前 BMI/（kg/m2） 妊娠期间增重 /kg

糖尿病组（n =138） 22.64±2.17 15.82±2.43

对照组（n =1 704） 20.05±2.08 14.41±2.15

t 值 2.415 2.104

P 值 0.016 0.037

表 2    影响妊娠期妇女糖尿病发病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例数 糖尿病 例（%） χ2 值 P 值

孕前 BMI

    <18.5 kg/m2 478 9（1.88）

    18.5~25.0 kg/m2 1 254 102（8.13） 7.451 0.008

    >25.0 kg/m2 110 27（24.55）

年龄

    <24 岁 163 3（1.84）

    24~35 岁 1 518 107（7.05） 5.024 0.025

    >35 岁 161 28（17.39）

产次

    初产 1 572 118（7.51）
2.451 0.135

    经产 270 20（7.41）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119 9（7.56）

    高中 276 22（7.97） 0.687 0.365

    本科及以上 1447 107（7.39）

家庭人均收入

    ≤ 1 000 元 / 月 11 1（9.09）

    1 001~4 999 元 / 月 1 204 93（7.72） 1.376 0.237

    ≥ 5 000 元 / 月 627 44（7.02）

糖尿病家族史

    是 245 76（31.02）
6.604 0.011

    否 1597 62（3.88）

妊娠期间增重

    ≤ 10.9 kg 266 1（0.38）

    11.0~24.9 kg 889 61（6.86） 3.915 0.042

    ≥ 25.0 kg 687 76（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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娠期间增重≥ 25.0 kg 是影响妊娠期妇女糖尿病发病 的危险因素。见表 3。

表 3    影响妊娠期妇女糖尿病发病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因素 b Sb Wald χ2 P 值 Ol̂R
95%CI

下限 上限

孕前 BMI ≥ 25.0 kg/m2 1.047 0.462 5.146 0.023 2.849 1.153 7.040

年龄 >35 岁 0.499 0.261 3.662 0.056 1.647 0.988 2.746

糖尿病家族史 0.782 0.322 5.902 0.015 2.185 1.163 4.105

妊娠期间增重≥ 25.0 kg 0.783 0.237 10.923 0.001 2.187 1.375 3.479

3    讨论

孕产妇糖尿病的发生主要分为糖尿病合并妊娠

和妊娠期糖尿病，前者指孕前即患有糖尿病，后者指

妊娠期间发生糖代谢异常，其中 80% 以上的孕产妇糖

尿病均为妊娠期糖尿病 [5-6]。虽然大多数妊娠期糖尿

病患者在分娩后可恢复正常糖代谢，但日后罹患 2 型

糖尿病的风险明显增加，且会对母体和婴儿产生危害，

因此临床上必须重视孕产妇糖尿病 [7-8]。研究认为，糖

尿病家族史、妊娠期糖尿病史和孕早期空腹尿糖阳

性是孕产妇糖尿病发病的高危因素。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表现出明显的肥胖症状，并引

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冯瑞等 [9] 对大量文献进

行 Meta 分析，结果发现除年龄、糖尿病家族史、孕

次、不良孕产史外，孕前超重或肥胖是影响妊娠期糖

尿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王春晓等 [10] 认为，孕前超

重或肥胖是妊娠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而孕期体重增

幅过多则可能诱发产后出血和巨大儿。上述研究报道

证实，体重对糖尿病发病的影响，但妊娠期间体重增

加是否影响糖尿病发病尚不十分明确。本研究数据显

示，1 842 例孕产妇中，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138 例，发

病率达 7.49%，糖尿病组和对照组的孕前 BMI 和妊娠

期间增重有差异。提示糖尿病孕妇不仅表现为高孕前

BMI 水平，还出现明显的妊娠期增重现象。为进一步

明确妊娠期间增重对糖尿病发病的影响，对入组孕产

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如下。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其他孕产妇比较，孕前 BMI> 

25.0 kg/m2、年龄 >35 岁、糖尿病家族史、妊娠期间增

重≥ 25.0 kg 妇女的糖尿病发病率明显较高，表明孕前

BMI、年龄、糖尿病家族史和妊娠期增重可能与糖尿

病发病存在一定关联。一般情况下，孕产妇脂肪的贮

存主要发生在孕 30 周以前，因此孕早期和孕中期妇

女体重增加加快主要与脂肪的过度贮存有关。而脂肪

的大量增加能够促进游离脂肪酸的合成和释放，从而

增加机体胰岛素抵抗程度，糖尿病发病风险明显升高。

对于妊娠期间体重增加 25.0 kg 的孕产妇来说，机体

内过多的脂肪成分能够持续性刺激胰岛细胞，但脂肪

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较少，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较低，

机体利用胰岛素的能力明显减弱，并进一步刺激胰岛

素分泌和血糖升高，更易发生糖尿病。亦有研究认为，

妊娠期间体重增加并不一定会影响糖尿病发病，其中

孕前期体重增加与糖尿病患病具有相关性，且这种相

关性独立于孕前 BMI、文化程度、产次和年龄等因素，

而孕后期体重增加与糖尿病发病并无相关性，可能因

为在确诊为糖尿病后，孕妇即需要调整饮食结构和生

活习惯，部分孕妇需要接受胰岛素治疗，从而控制体

重增加 [11-1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孕前 BMI>25.0 kg/m2、

糖尿病家族史、妊娠期间增重≥ 25.0 kg 进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方程，是影响妊娠期妇女糖尿病发病的危

险因素。也就是说，无论孕前体重如何，妊娠期间体

重过度增长能够独立影响糖尿病的发生，其主要作用

机制为胰岛素抵抗的增加和机体对葡萄糖耐受不佳。

综上所述，妊娠期间体重增重过多可增加妇女糖

尿病发病的风险，临床上应控制孕产妇妊娠期体重增

加状况，避免增重过多。研究中虽然将妊娠期体重增

加状况作为单独指标进行分析，但并未将孕期饮食状

况、锻炼情况纳入研究，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

影响，期待更严谨的实验研究，为临床干预和治疗提

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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