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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总胆汁酸与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的关系及相关分析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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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清总胆汁酸"

!>P

#水平与妊娠肝内胆汁淤积症"

K'C

#患者的相关性及对胎儿预后的影

响%方法
!

将本院
())A

#

()%)

年住院的孕妇中符合
K'C

诊断病例及入院健康孕妇共
%()

例分成研究组"

K'C

患

者#和对照组"健康孕妇#!检测各项相关指标并进行对照研究%结果
!

研究组中肝功能各项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P9!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P&!

#及
!>P

较对照组有明显升高!

!>P

增高倍数最为明显%结论
!

!>P

与
K'C

的相关性最为显著!可将
!>P

作为
K'C

的主要检测指标!同时也检查
P9!

$

P&!

$总胆红素"

!>K9

#等指标的改

变量%

!关键词"

!

血清总胆汁酸&

!

肝内胆汁淤积症&

!

总胆红素&

!

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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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K'C

'是妊娠特有并发症#常发于

妊娠中晚期#危害母婴健康#尤其对围产儿危害更大#可导致早

产)胎儿窘迫)死胎等一系列产科并发症*血清甘胆酸&

'"

'检

测被临床认为是诊断及治疗监测
K'C

的最敏感及最主要的特

异性指标+

%

,

#但是目前临床实验室对
'"

的检测除放射免疫

&

BKP

'外#尚未出现能被广泛应用的更为简单)快捷)灵敏的检

测方法*本文通过比较健康孕妇和
K'C

孕妇血清总胆汁酸

&

!>P

'的检测结果#观测和分析了
!>P

水平的变化#进一步

了解血清
!>P

测定在妊娠期
K'C

诊断中的价值*

D

!

临床资料

DDD

!

K'C

诊断标准
!

本文查阅了若干文献#综合不同观点并

结合本院实际情况#将以下的
G

个方面作为诊断
K'C

的主要标

准+

(

,

!&

%

'妊娠中晚期出现皮肤搔痒#并伴有或者不伴有黄疸(

&

(

'肝功能检查提示血清
P9!

)

P&!

升高#

!>K9

)直接胆红素

&

I>K9

'升高(&

L

'患者无明显食欲不振)厌油)乏力(&

G

'妊娠终

止后#搔痒)黄疸消退#血清胆汁酸及转氨酶逐渐下降至正常*

DDE

!

研究对象
!

通过筛选
())A

年
%

月至
()%)

年
%

月之间在

本院分娩的孕妇#按入院顺序选符合上述
K'C

诊断标准的患

者作为研究组
M)

例(另外把同期符合
K'C

诊断的患者的下一

例入院健康孕妇作为对照组
M)

例*对两组孕妇的肝功能和妊

娠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DDF

!

研究方法
!

重点比较两组孕妇的血清
!>P

)

P9!

)

P&!

)

!>K9

等指标的改变量#同时分析两组孕妇分娩后围生儿预后

情况*

DDG

!

主要实验仪器及试剂
!

上海丰汇
#]$G))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上海丰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P

)

P9!

)

P&!

)

!>K9

)

I>K9

试剂盒*

DDM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数学软件
07=37:

处理研究组和对照

组的数据#进行
&

( 检验#对
!>P

的差异和与
K'C

的相关性进

行讨论和分析*

E

!

结
!!

果

EDD

!

两组孕妇肝功能指标检测与比较
!

研究组中肝功能各项

指标
P9!

)

P&!

及
!>P

较对照组有明显升高#从图
%

可以直

观的看出#

P9!

的波动范围最大#其次是
P&!

和
!>P

#三者的

研究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差异&

!

$

)D)A

'(而对于
!>K9

#研究

组和对照组的指标值基本持平!研究组的最大值略高于对照

组#研究组的最小值稍高于对照组*在表
%

中给出了差异的检

验值#分别对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最大指标值和最小值都做了相

关性检验*由统计学结果可知#

!>P

和
K'C

的相关性最显著#

因此可以将
!>P

测定作为筛查和早期诊断
K'C

的检测项目#

并同时也检测
P9!

和
P&!

水平*

图
%

!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肝功能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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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肝功能指标值和相关性系数

组别 孕妇例数
P9!

&

X

"

9

'

P&!

&

X

"

9

'

!>K9

&

"

0-3

"

9

'

!>P

&

"

0-3

"

9

'

研究组
M) ()MDGbLFDH %%)D%(b(HDF (GDF(bHD% MADGOb%)D(

对照组
M) LHD(bLD( (ODLbGDG %HDHbFDG LD(b%D%

! d !

最小
E)D)L(M !

最小
E)D)LOF !

最小
E)D)OLO !

最小
E)D)%%H

! d !

最大
E)D)GHH !

最大
E)D)GGL !

最大
E)D)F%% !

最大
E)D)L%L

!!

注!

d

表示无数据*

!!

从表
%

可以看到#不论是最大的
!

值还是最小的
!

值#

!>P

对应的
!

值都是最小的*根据统计学理论#

!>P

和
K'C

的相关性最为显著*

EDE

!

研究组和对照组孕妇围生胎儿情况
!

研究组中胎儿宫内

窘迫发生率及新生儿窒息率)早产率较对照组有差异&

!

$

)D)A

'*具体结果见表
(

*

表
(

!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孕妇的围生儿情况(

(

%

Y

&)

组别 孕妇数量 胎儿宫内窘迫 新生儿窒息 早产

研究组
M) %A

&

(AD))

'

F

&

%AD))

'

%L

&

(%DMO

'

对照组
M) G

&

MDMO

'

(

&

LDLL

'

M

&

%)D))

'

! d

$

)D)%

$

)D)%

$

)D)A

!!

注!

d

表示无数据*

F

!

讨
!!

论

FDD

!

K'C

的发病机制
!

K'C

是产科常见的并发症#现阶段对

其发病原因有
A

种解释+

L

,

#其中雌激素发病学说和遗传学说是

最为人们所了解的*近几年#人们研究了硒缺乏)免疫功能失

常和免疫功能基因#由此又产生了
L

种新的学说*只有找到

K'C

发病的根本原因#才能予以治疗消除病因和积极的预防

K'C

#为此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FDE

!

K'C

孕妇血清生化指标值的改变与围生儿预后关系
!

本

文中涉及的
K'C

孕妇的血清
P9!

)

P&!

和
!>P

均明显高于

健康孕妇&见图
%

'*其中血清
!>P

升高&

C

$

)D)A

'#大致为同

孕周期孕妇的几倍至数十倍#其增高幅度和异常发生率高于血

清转氨酶和胆红素*妊娠后体内雌激素)孕激素水平增高#

K'C

#孕妇体内高浓度的胆汁酸)胆红素透过胎盘#进入胎儿体

内#在细胞毒的作用下破坏线粒体膜#产生氧自由基#造成胎儿

对氧的利用障碍#从而导致三磷酸腺苷产生能力下降#胎儿维

持生长代谢的能源物质减少*目前普遍认为#患
K'C

时由于

胆汁酸沉淀#胎盘绒毛间隙缩小#血流量减少#胎盘血流灌注不

足#导致胎儿缺氧甚至死亡*分娩时子宫收缩使绒毛间隙更加

变窄#使胎盘的氧储备能力下降#而一旦超过
A)Y

#特别是合

并有比较频繁的宫缩的情况下#胎儿很可能会因为急性缺氧发

生宫内窘迫*

所以认为
!>P

不仅是
K'C

的重要诊断指标+

G$A

,

#同时也是

评估病情和预测围生儿预后的敏感指标*对于目前没有条件

做
'"

检测的医院#

!>P

的检测对
K'C

的早期诊断具有非常

重要的临床意义#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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