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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体重管理及其相关因素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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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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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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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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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的体重随饮食结构和生活模式的转变发

生着巨大的变化$世界卫生组织!

`Ŷ

"最新报

道显示#

&''7

年
&'

岁以上的成年人约有
)8T

超

重#肥胖人群数量几乎为
!"7'

年的
&

倍$妇女作

为孕育后代的特殊人群#不适的体重影响孕妇自

身!如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产后出血

等"

)

!

*以及后代!如早产儿%巨大儿%心血管病%肥

胖%高血压和糖尿病等"

)

&

*的健康$身体质量指数

!

L10

<

E:55260>M

#

.X+

"#简称体重指数或体质指

数#为体重(身高的平方!

B

F

(

E

&

"#是目前国际上普

遍用于衡量人体胖瘦以及健康与否的标准$合理

的孕前体重(
.X+

和孕期增重对孕妇十分必要$

已有很多关于孕妇体重(
.X+

的研究#本综述旨在

对孕妇体重(
.X+

状况%体重管理及其相关的因素

进行概括#为孕妇体重管理提供相关理论依据$

?

!

孕妇体重%
RF"

状况

!%!

!

孕妇孕前体重(
.X+

状况
!

广义上孕妇孕前

体重(
.X+

是未妊娠育龄期妇女的体重(
.X+

#但

目前大多研究所指孕前体重(
.X+

是距妊娠最近

或妊娠早期的体重(
.X+

!因孕早期体重变化小"$

目前较少有关于总体孕妇孕前体重现状的调查$

孕妇孕前超重和肥胖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且呈上

升趋势$

`Ŷ

最近数据显示&在欧洲%美洲和东

地中海区域#超过
8'T

的女性超重'而在美%英%中

国和印度等成年女性超重比例分别为
3!%)T

%

83%8T

%

!7%7T

和
!&%)T

$

B̂>6

等)

!

*于
!"""

!

&''&

年在美国的调查结果显示超重和肥胖者占

)"T

'韩国孕妇!

&(8(

例"孕前超重和肥胖为

!7%)T

)

)

*

$在我国#有学者)

(

*早年间对浙江%江苏%

河北
!#

个县市
!!&8##

名孕妇进行调查显示#体

重过高者占
7%7T

'近年有研究显示我国孕妇孕前

超重和肥胖者在
&'T

!

('T

之间#且呈上升趋

势)

8

*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孕妇孕前体重过低的

现象仍存在$亚洲孕前体重过低人群比例相对于

经济发达地区的白种人和黑种人要高)

3

*

#越南孕妇

孕前
.X+

过低为
&3%!T

)

#

*

#日本有
&&%#T

孕妇孕

前体重过低)

7

*

#韩国孕前体重过低者
!#%)T

)

)

*

#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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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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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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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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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早年孕妇孕前消瘦的比例较大#沈艳辉等)

(

*的调

查结果显示约为
&)%"T

#

&'''

年
)'

岁以下消瘦女

性占
!'T

)

"

*

#近年消瘦比例为
#%#T

)

8

*

$虽然总体

上我国孕妇孕前消瘦比例下降#但在以瘦为美的

今天及部分地区营养不足问题的存在#仍不可降

低对孕前消瘦人群的重视$

!%&

!

孕妇孕期体重(
.X+

改变
!

孕期体重(
.X+

改变指妊娠开始到妊娠终止期间体重(
.X+

变化$

!%&%!

!

孕妇孕期体重(
.X+

改变状况
!

我国有

('T

!

8'T

孕妇孕期增重过多$

S?J>L>

等)

!'

*在对

美国马萨诸塞州
!)77

名孕妇的研究结果显示#

8!T

孕妇孕期过度增重'在澳大利亚#孕期过度增

重有
)7T

)

!!

*

$孕期增重不足主要在亚洲%经济落

后地区$亚洲总体人群有
&3%)T

孕妇增重不

足)

3

*

'越南
&'%#T

孕妇孕期增重
$

!'B

F

#

"

!8B

F

仅
7%7T

)

#

*

'日本有
&(%3T

孕妇孕期增重不足)

7

*

$

!%&%&

!

孕妇孕期体重(
.X+

改变的标准
!

国际常

采用美国医学研究所!

+65?2?J?>1CX>02D26>

#

+̂ X

"

推荐指南!

&''"

年"

)

!&

*

!见表
!

"$日本
&''3

年由

厚生劳动省制订#建议体重过低!

.X+

$

!7%8

"者孕

期总增重
"

!

!&B

F

#体重正常!

.X+!7%8

!

&8

"者

孕期总增重
#

!

!&B

F

)

!)

*

$我国传统建议孕期增重

!'

!

!8B

F

#

&'!&

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孕

前体重正常者孕期增重
!&B

F

左右为宜$以上标

准均针对单胎孕妇#双胎妊娠孕妇体重改变与单

胎者不同#

+̂ X

双胎妊娠孕妇孕期增重建议见

表
&

$

表
?

!

"DF

孕妇孕期增重推荐指南

孕前体重

分类

孕前
.X+

!

B

F

(

E

&

"

孕期总

增重(
B

F

每周增重平均

值!范围"(

B

F

体重过低
$

!7%8 !&%8

!

!7%''%8!

!

'%((

!

'%87

"

正常体重
!7%8

!

&(%"!!%8

!

!3%''%(&

!

'%)8

!

'%8'

"

超
!!

重
&8%'

!

&"%" #%'

!

!!%8'%&7

!

'%&)

!

'%))

"

肥
!!

胖
%

)'%' 8%'

!

"%''%&&

!

'%!#

!

'%&#

"

表
A

!

"DF

双胎妊娠孕妇孕期增重建议

孕前体重

分类

孕前
.X+

!

B

F

(

E

&

"

孕期增

重(
B

F

正常体重
!7%8

!

&(%" !#

!

&8

超
!!

重
&8%'

!

&"%" !(

!

&)

肥
!!

胖
%

)'%' !!

!

!"

A

!

孕妇体重管理方法

&%!

!

孕妇学校
!

传统的孕妇学校主要是对孕妇

进行集体教育#该法对孕期增重管理有一定效果

且已经逐渐推广)

!(

*

#但也有研究认为单独教育方

式较传统集体授课方式效果更好)

!8

*

'因此可将孕

妇学校与一对一的个体化指导结合应用$

&%&

!

产科护理门诊
!

通过产科医生门诊对孕妇

制定个体化孕期体重调控方案#结合护士的孕期

保健咨询与指导#并进行连续性监测)

!3

*

$由于产

科门诊医生工作繁重#不能与孕妇进行充分的沟

通$产科助产士或护理门诊的建立弥补了这方面

缺陷#其工作的重点是体重管理#一般通过护理门

诊建立孕妇档案#进行健康教育#应用体重管理卡

进行连续性监测%专业软件体重管理和营养运动

个体化指导)

!#

*

$

&%)

!

体重增幅管理模式
!

体重增幅管理模式为

早期管理模式#即推荐所有孕妇从孕中期开始每

周增加体重
)8'

!

8''

F

#直到妊娠足月平均增重

!&%8

!

!3%'B

F

$但此种管理模式因未考虑身高的

影响#不能做到个体化$

&%(

!

.X+

管理模式
!

.X+

管理模式在文献中有

两种概念#一是根据
+̂ X

的孕期增重推荐模式#

已证明该管理模式较体重增幅管理模式效果

佳)

!7

*

'另一是杨俊)

!"

*提出的#推荐孕期增重以相

应的数值乘以身高的平方#同时将
.X+

管理模式

和护理!助产士"门诊结合应用#认为其能更有效

控制孕期增重#效果优于传统的产前门诊和孕妇

学校的就医模式$

&%8

!

其他
!

迟会)

&'

*提出了以行为分阶段转变理

论模型为基础的饮食和运动干预#即根据行为变

化的无打算%打算%准备%行为和维持等阶段#结合

提高自我效能和增加社会支持#进行以此为理论

基础的针对性干预'夏咸权等)

&!

*将/知己健康管

理0应用于孕妇体重管理#知己健康管理是一套主

要针对慢性病的行为干预服务模式#其核心内容

是/能量平衡%有效运动%量化指导%规范管理0#通

过对孕妇进行信息收集%危险因素评估和心理%饮

食%行为等多方面干预#在
.X+

控制和心理控制等

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国外相关体重管理的干预措

施亦多围绕饮食和运动#包括发放资料%健康教

育%短信通知监测%饮食和运动咨询等)

&&

*

'

.2A1

等)

&)

*尝试通过降低和缓解孕妇压力来促进健康的

孕期增重$

+

)(!!

+

护理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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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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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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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影响孕妇体重的相关因素

)%!

!

饮食与运动
!

孕妇饮食和运动影响孕期体

重#而基础营养条件和孕期营养摄入是影响孕期

.X+

的主要因素$孕妇及其家庭普遍认为妊娠期

间吃得越多越好$然而#孕妇进食的是大量高脂

肪食物#而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则摄入不

足#会导致孕妇体重过度增加而营养缺乏)

&(

*

$因

孕期营养素需要量的增加要大于能量需要量的增

加#单通过增加食物摄入量来增加营养极易引起

增重过度)

&8

*

$要注意的是#在肥胖孕妇中#以减少

热量和微量元素的摄入来减少增重并不可取)

&3

*

$

孕妇活动往往减少#也会增加孕期体重过度增长

的风险)

&#

*

$妊娠期间充足的身体活动可控制体重

的增加)

!'

*

#有研究指出)

&7

*孕妇每天规律的运动可

降低孕期过度增重的风险$

)%&

!

疾病
!

某些疾病可影响孕妇的体重(
.X+

$

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较正常的孕妇
.X+

更高#而

孕期增重相对正常孕妇减少)

&"

*

$部分孕妇可因妊

娠期高血压体内水潴留导致体重增加过快)

)'

*

$饮

食失调也会影响孕妇的体重变化#在厌食症孕妇

中孕前
.X+

较正常孕妇低#孕期增重则较多'易饿

症和贪食症孕妇孕前
.X+

较正常孕妇高#孕期增

重则较少)

)!

*

$慢性消耗性疾病%妊娠剧吐等急性

营养剥夺性疾病会导致增重过少)

)'

*

$

)%)

!

认知
!

孕期保健指导可以提高妇女对营养

和运动重要性的认识并改善其行为#但目前孕妇

到医院初次产检一般是
!3

!

&'

周甚至更晚#未能

做到教育与孕期同步)

&8

*

$孕妇缺乏孕期保健!包

括饮食%运动%孕期体重"的相关知识对孕期体重

的改变有一定影响)

&(

*

$正确认识自我体型是合理

控制体重的有利因素)

)&

*

$研究表明#与正常体重

正确认知的孕妇相比#孕前体重正常但高估者孕

期过度增重风险是前者的
&

倍#孕前超重或肥胖而

低估者是其
#

倍)

&(

*

$

)%(

!

孕前体重
!

孕前体重(
.X+

与孕期体重(

.X+

改变存在相关关系$一般而言#两者之间呈

负相关#即孕前体重(
.X+

越高#孕期体重(
.X+

增

加越少#而孕前体重(
.X+

越低#孕期体重(
.X+

增

加越多)

&(

*

#不同的孕期增重形式可能与机体保护

胎儿的补偿机制有关$

)%8

!

社会人口学因素
!

社会人口学因素如孕妇

年龄%产次%民族%种族%家庭经济%环境等因素对

孕妇体重有一定影响$研究年龄%产次等孕妇社

会人口学因素的较多#但是结果并不一致$有研

究认为初产)

&(

*

%低龄孕妇孕期增重更多)

))

*

#也有

指出经产妇增重相对较多)

))

*

$如前所述#不同种

族或民族孕妇孕前及孕期体重状况不同$亚洲孕

妇孕前正常体重比例大#非裔美国孕妇和西班牙

裔孕妇肥胖较多)

)(

*

#而我国有研究显示维吾尔族

和汉族孕妇孕前体重和孕期增重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8

*

$家庭经济收入低#往往孕期营养不足#导

致孕妇增重不足#但也有研究认为低收入家庭的

孕妇孕期增重反而过多)

&(

*

#可能与该类人群无充

足条件接受孕期保健知识教育#也可能是低收入

家庭孕妇有效活动少#或情绪多变所致情绪化饮

食#饮食不合理!高能量食物摄入过多%而蔬菜和

水果摄入少"%自我效能感低等)

)3

*原因$另外#其

他因素有吸烟!主动或被动"和吸毒%孕期戒烟%社

会支持%孕妇依从性%婚姻状况%产检时间%睡眠%

职业%遗传因素等#但研究较少$

S

!

结
!!

语

孕妇面临的问题是体重不合理#孕前体重(

.X+

和孕期增重过多以及由此带来的不良妊娠结

局尤为突出$尽管影响孕妇体重的因素有很多是

不可控因素#如种族民族%遗传因素%孕妇年龄产

次等#但也有很多可控因素#如饮食运动%认知%疾

病等#医护人员应针对不同的人群#以理论为基

础#饮食和运动为核心内容等开展合理干预#提高

母婴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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