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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妊娠期高血压的临床观察分析

江
!

芬!重庆市巫溪县卫生进修校
!

'(0,((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与母婴并发症之间的关系$方法
!

收集该校附属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治疗的
*+

例妊娠期高血压孕妇作为实验组%随机抽取同期住院的
*+

例血压正常孕妇作为对照

组%两组间就母婴相关并发症进行比较$结果
!

*+

例患者中%妊娠期高血压患者有
)0

例!

+'9+S

#%子痫前期轻度

患者有
.:

例!

0;9:S

#$子痫前期重度及子痫患者有
)(

例!

)*9)S

#$本组
*+

例全部救治成功%无
)

例死亡$实验

组中%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低体质量儿&早产儿&围生儿死亡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9()

#'其剖宫产数

及过期妊娠&产后出血&

!U22Q

综合征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9()

#$结论
!

妊娠期高血压和母婴相关

并发症关系密切%应引起临床医生足够重视%争取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关键词#

!

妊娠期高血压'

!

母婴并发症'

!

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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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是妊娠期特发疾病$该病严重影响母婴健

康$在中国发病率
;9'S

!

)(9'S

$国外为
:S

!

)+S

$在全球

都是导致孕产妇和围生儿病死率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

+

,本

研究就本校附属院治疗的
*+

例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的临床资料

作回顾性分析$探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与母婴并发症的关系$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校附属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治疗的
*+

例妊娠期高血压孕妇作为实验组$随机抽取

同期住院治疗的
*+

例血压正常孕妇作为对照组$两组间就母

婴相关并发症#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低体质量儿)早产儿)围

生儿死亡)过期妊娠)产后出血)

!U22Q

综合征%进行比较,

实验组孕妇平均年龄#

+:9)'`.9)0

%岁$平均孕龄#

.:90*`

+9:)

%周$平均产次#

)9'(̀ (9)0

%次(对照组平均年龄#

+*9,:̀

.9'0

%岁$平均孕龄#

.:9'0̀ +9,;

%周$平均产次#

)9.,`(9),

%

次,两组孕妇在年龄)孕周)产次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9(0

%,

$9/

!

诊断标准*

+

+

!

#

)

%妊娠期高血压$

TQ

&

)'(

"

;(HH !

7

$

妊娠首次出现$并于生产
)+

周恢复正常(尿蛋白#

]

%(患者可

伴有上腹部不适或血小板减少$产后方可确诊,#

+

%子痫前期$

轻度!子痫前期
TQ

&

)'(

"

;(HH !

7

$孕
+(

周以后出现(

+'C

尿蛋白大于或等
.((H

7

或#

/

%,可伴有上腹不适)头痛等症

状,重度!子痫前期
TQ

&

)*(

"

))(HH!

7

$

+'C

尿蛋白大于或

等于
+

7

或#

//

%(血肌酐升高$血小板减少$持续性上腹部不

适,#

.

%子痫!孕期抽搐)昏迷$不能用其他原因解释,#

'

%慢性

高血压并发子痫前期!高血压孕妇妊娠
+(

周以前无蛋白尿$出

现
+'C

尿蛋白大于或等于
.((H

7

(高血压孕妇
+(

周以前突然

尿蛋白增加$血压进一步升高或血小板减少,

$9'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采用
Q̂̂ )̂.9(

统计学软件进

行处理和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9(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9$

!

妊娠高血压孕妇在各期的分布
!

*+

例患者中$妊娠期高

血压患者有
)0

例#

+'9+S

%$子痫前期轻度患者有
.:

例

#

0;9:S

%,子痫前期重度及子痫患者有
)(

例#

)*9)S

%,本组

*+

例全部救治成功$无
)

例死亡,

/9/

!

妊娠期高血压与母婴相关并发症的关系
!

实验组中$胎

儿窘迫)新生儿窒息)低体质量儿)早产儿)围生儿死亡的发生

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9()

%$见表
)

,实验组中$剖宫产数

及过期妊娠)产后出血)

!U22Q

综合征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

!

#

(9()

%$见表
+

,

表
)

!

妊娠期高血压与胎儿结局间的关系(

5

&

S

')

组别 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低体质量儿 早产儿 围生儿死亡

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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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0

%

;

#

)'90

%

:

#

))9.

%

*

#

;9:

%

.

#

'9,

%

对照组#

5\*+

%

)

#

)9*

%

+

#

.9+

%

.

#

'9,

%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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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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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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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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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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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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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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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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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与妊娠并发症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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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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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过期妊娠 剖宫产数 产后出血
!U22Q

综合征

实验组#

5\*+

%

;

#

)'90

%

'.

#

*;9'

%

:

#

))9.

%

+

#

.9+

%

对照组#

5\*+

%

+

#

.9+

%

),

#

+;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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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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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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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的定义已从
+(

世纪
,(

年代的2妊娠期高血

压综合征3改为目前的2妊娠期高血压3,两者最大的区别在

于$前者是妊娠
+(

周以后发生的$以高血压)水肿)蛋白尿为主

要特征$将原发性高血压合并妊娠排除在外$而新的定义标准

包括妊娠诱发的高血压及妊娠前即存在的高血压的总和$与国

际分类标准趋于一致*

.

+

,全国妊娠期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显

示$妊娠期高血压在中国的发病率为
;9'S

$

);;:

!

+(((

年的

调查显示$妊娠期高血压导致的孕期母体死亡约占孕期母体死

亡的
),S

*

'

+

,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病机制可能与免疫适应不

良)胎盘缺血)营养缺乏)胰岛素抵抗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目

前$认为妊娠期高血压是多个因素共同参与的结果$其基本病

理生理改变是全身小动脉痉挛,由于小动脉痉挛$造成管腔狭

窄$周围阻力增大$血管内皮细胞损伤$通透性增加$体液和蛋

白质渗漏,临床表现为血压升高)蛋白尿)水肿)血液浓缩等,

本组
*+

例患者$过期妊娠发生率
)'90S

$产后出血发生率

))9.S

$

!U22Q

发生率
.9+S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全身各组

织器官因缺血)缺氧$子宫蜕膜坏死出血$继而导致胎盘早剥$

凝血功能障碍和产后出血的发生,血管痉挛导致胎盘灌流量

下降$使胎儿供养)供能减少$继而使胎儿生长受限以及胎儿窘

迫$诱发早产$易导致新生儿窒息和低体质量儿的发生,本组

*+

例患者中$胎儿窘迫发生率
*90S

$新生儿窒息发生率
)'9

0S

$低体质量儿发生率
))9.S

$早产儿发生率
;9:S

$围生儿

死亡发生率
'9,S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此外$重度患者肝脏

小动脉痉挛$可使肝细胞坏死及被膜下出血$表现为
!U22Q

综合征*

0

+

,

妊娠期高血压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分为妊娠期高血压

#单纯高血压%)子痫前期#又分为轻度)重度%)子痫)慢性高血

压并发子痫前期,该病一直是产科的难点和热点$发病机制仍

有待深入阐明$预防和治疗亟待改进,建立健全三级妇幼保健

体系$加强健康宣教$指导孕妇合理休息与饮食$定期监测血压

等产前检查$做到早诊断)早处理,本组
*+

例患者中$妊娠期

高血压占
+'9+S

$子痫前期轻度占
0;9:S

$子痫前期重度及子

痫占
)*9)S

,对于单纯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可住院治疗也可

在家治疗$子痫前期患者应当住院治疗$防止子痫及相关并发

症的发生,采取休息)镇静)解痉)合理扩宫等措施$密切监测

母胎状况$适时终止妊娠,对于子痫患者$立即左侧卧位减少

误吸$开放呼吸道$积极控制抽搐$纠正缺氧和酸中毒$控制血

压$抽搐终止后$终止妊娠,重度子痫前期及子痫患者$以剖宫

产方式结束妊娠$病情大多好转,硫酸镁用于防治妊娠期高血

压)子痫已有
,(

年的历史*

*

+

$镁离子可阻断神经肌肉接头间的

信息传导$拮抗钙离子内流$解除血管痉挛$增加子宫胎盘血

流$同时维持血管活性物质的平衡$有利于降压和控制抽搐,

适时终止妊娠对缓解妊娠期高血压及降低围生儿病死率有重

要意义$准确掌握终止妊娠的指征*

:

+

$对孕周大于或等于
.:

周

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宫颈成熟的患者采用引产方式$对宫颈

未成熟者采取剖宫产术结束分娩,本组
*+

例$共采取剖宫产

术
'.

例$剖宫产率
*;9'S

$显著高于对照组,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病理过程一旦启动$常缺乏特异)有

效的治疗方法,因此$若想改善妊娠预后$关键在于预防和发

现,作为基层医院的产科医生$在孕产妇卫生保健)孕期指导)

妊娠并发症的筛查方面肩负重要职责,在对孕妇进行产前检

查过程中$要准确判断孕妇是否存在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

危险因素$及时准确地把握包括血压在内的各种症状体征的变

化$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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