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淋巴细胞中存在
<O<*

和
<O</

两种同工酶)

<O<*

为单

体或二聚体#主要见于实质器官和淋巴细胞(

<O</

多见于血

清和单核细胞#如结核性胸腹腔积液中的
<O<

主要为
<O</

)

研究发现#淋巴细胞中
<O<

活性最高#与淋巴细胞数量无关#

而主要与
=

淋巴细胞分化与增殖相关#尤其是
=

淋巴细胞的

激活)结核性胸腹腔积液中#分枝杆菌激活
=

淋巴细胞和单

核
$

巨噬细胞系可引起
<O<

活性明显升高(然而间皮细胞可主

动吞噬分枝杆菌#尽管可产生多种特异性细胞因子#但能否产

生
<O<

尚不清楚)本研究结果也发现#结核性组胸腔积液

<O<

含量明显高于恶性组及其他良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5)*

%)

作为氧化还原酶的
9O-

#是一相对分子质量为
*(d*)

:

的含锌金属蛋白#广泛分布于各组织器官#以心脏*肾脏*肝脏

和骨胳肌内含量为最多#其功能受多种因素影响)由于在细胞

损伤或坏死时可释放入血#因此#其检出对渗出性胸腔积液的

诊断有意义#但对良*恶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的临床意义不

大,

'

-

)恶性胸腔积液
9O-

含量与结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5)'

%)

=.

*

H-,9

则在炎性介质刺激*血管活性物

质增高*癌细胞浸润等条件下活性增高#特别是恶性肿瘤患者

胸腹腔积液中升高显著)

综上所述#联合定量检测对于胸腹腔积液性质的鉴别诊断

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疾病的及时治疗#具有较好的实际应用价

值#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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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体质量干预对妊娠结局影响的效果分析

钟艳娟*

!季
!

布/

!余晓凡*

"

*5

广东省惠州市第一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

'*4))*

'

/5

解放军一七三医院医务处!广东惠州
!

'*4));

#

!!

"摘要#

!

目的
!

评价孕期营养及运动的一系列干预措施对孕期体质量增长及妊娠结局的影响效果$方法
!

将

+2)

例单胎孕妇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给予干预组孕妇一系列干预措施!加强孕期营养与孕期运动指导和监

督!对照组给予一般围产保健服务!对比两组孕妇体质量指数增长情况及妊娠结局$结果
!

干预组孕期平均增加体

质量"

*/5;)h*54/

#

L

1

!对照组孕期平均增加体质量"

*;5')h*5/'

#

L

1

!对照组孕妇体质量指数增加%妊娠期高血压%

妊娠期糖尿病%巨大儿%胎儿窘迫发生率及剖宫产率高于干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结论
!

通过孕期

营养及运动指导!控制孕期体质量!可减少妊娠期并发症发生!促进母婴健康$

"关键词#

!

孕期体质量'

!

孕期营养'

!

孕期并发症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2(''

"

/)*/

#

*4$/):*$)/

!!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迅速的变化)

受饮食结构和生活模式变化的影响#肥胖人群有增加趋势#尤

其在妊娠后#孕妇普遍得到社会和家庭照料#体力活动明显减

少#并且受普遍存在的落后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大部分孕妇及

家属认为孕期大量的营养摄入是积蓄孕育胎儿所需能量的正

常过程#因此#孕妇摄入大量高蛋白*高热量食物#导致孕期体

质量大幅度增长#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巨大胎*难产

发生率及剖宫产率明显上升#严重威胁母婴安全)并且有报道

指出#孕期的营养失调可导致其子代成年期发生代谢综合征#

增加成年期发生高血压*心脏病及糖尿病的发病率,

*$/

-

)本院

为加强围产期保健#于孕期增加一系列干预措施#加强孕期营

养与孕期运动指导和监督#为评价干预措施的效果#设立前瞻

性研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为前瞻性实验对照研究)研究对象为

/)**

年
4

月至
/)*/

年
4

月在本院行早孕建册*定期产前检查*

并住院分娩的单胎孕妇#孕前无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肾病

等内科并发症#均为轻体力活动者)随机抽样方法!首先对每

天在本院新建册产检的孕妇进行编号#奇数号为干预组#共

:;)

例#平均$

/45:h:5:

%岁#孕前体质量指数$

KWM

%

*25;

!

/45)

(偶数号为对照组#共
(*)

例#平均$

/45;h:5:

%岁#孕前

KWM*25'

!

/45/

(两组年龄及孕前
KWM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干预措施
!

干预组接受一系列的干预措施#包括孕期营

养指导与孕期运动指导#且密切监测体质量增长)对照组按照

一般的产前检查项目进行孕期保健#不进行个别膳食及运动干

预)干预原则!饮食控制*科学搭配*少量多餐*合理运动)参

照健康孕妇平均增重规律及孕妇各种营养摄入量和运动量的

推荐指标#调整膳食#加强运动#主要是调整能量即脂肪和碳水

化合物摄入量#调整每日饮水以及钠盐的摄入量#减少水的滞

留#对热量过多者及运动缺乏者告知其危害性#并进行跟踪指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2

卷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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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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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及监测)

$5/5$

!

体质量管理教育
!

每周开展
*

次体质量管理教育讲

座#每次时间为
*5'0

#由产科医师讲授)内容包括!孕期合理

膳食*孕妇饮食误区和健康食品的选择*如何进行合理科学的

孕期运动*如何通过控制饮食及合理运动减少常见妊娠不适和

并发症)

$5/5/

!

孕期营养指导
!

每月进行一次计算机营养分析#由营

养门诊专业医护人员收集孕妇近
:E

的食谱#录入专门营养软

件#进行分析#并根据孕妇目前体质量及目标体质量制定个性

化食谱#要求孕妇按照新食谱调整饮食)针对营养不均衡*体

质量超标的孕妇进行一对一个别沟通#对营养偏差提出干预性

意见#指出其饮食上存在的问题*需注意的事项*需加强摄取的

食物种类#合理安排三餐的饮食结构)

$5/5'

!

孕期运动监督
!

干预组孕妇从妊娠
*4

周开始#每周参

加
/

次孕妇学校举办的有氧体操运动和孕妇瑜伽#每次
4)

7B6

#并指导孕妇平时每天参加中等强度运动
:)7B6

)妊娠期

间运动方式包括改善心肺功能的活动$有氧锻炼%和改善骨骼

肌状态的活动$力量锻炼%)有氧运动包括散步*远足*慢跑*游

泳*骑自行车*划船*滑冰*跳舞等)游泳能改善心肺功能*增加

身体的柔韧性*增强体力#是一种适合孕妇的运动#且不会影响

孕妇耗氧的峰值)孕妇可根据个人习惯和兴趣选择运动方式)

$5/51

!

对孕期体质量急增的管理
!

当每周体质量增加大于

'))

1

且胎儿有偏大倾向的孕妇按照孕期各种营养素摄入量

的推荐标准降低
*)3

#增加运动量#进行个别指导#合理分配

总能量#使孕妇能够有计划性地控制体质量)

$5/52

!

体质量管理
!

$

*

%家庭自备磅秤#每日称重#自我监测

体质量增加是否符合健康孕妇平均增重比率)$

/

%每周
*

次电

话随访#监测体质量增重情况)

$5/5)

!

观察指标
!

$

*

%产前检查时监测宫高腹围*

K

超监测胎

儿头围*双顶径及股骨长度(预测胎儿大小)$

/

%两组孕妇在相

同的孕期自然早餐后
*0

测定孕妇
KWM

)

/

!

结
!!

果

由专业医护人员记录干预组与对照组孕妇在孕
*4

*

/)

*

/(

*

/;

*

:/

*

:4

*

:;

周的
KWM

#从孕
/(

周开始#两组孕妇
KWM

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见表
*

)两组孕妇妊娠期高

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巨大儿发生率及剖宫产率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5)'

%#产后出血及新生儿窒息发生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见表
/

)

表
*

!

两组孕妇各孕周
KWM

的比较&

IhG

'

组别
*4

周
/)

周
/(

周
/;

周
:/

周
:4

周
:;

周

干预组
/)5/(h/54) //5/(h/5*/ //52/h/5*4 /:5'/h/5:/ /(5*)h/5:' /(5')h/5:( /'5)'h/5:)

对照组
/)5)'h/5;) /*52'h/5/: /:5)2h/5:: /(5/'h/5': /'5/2h/5/' /'524h/5/' /45''h/5;)

@

值
)52+ *5/' c(5(4 c(5/; c45') c;54' c+5;2

!

值
&

)5)'

&

)5)'

%

)5)'

%

)5)'

%

)5)'

%

)5)'

%

)5)'

表
/

!

两组孕妇妊娠结局的比较*

,

&

3

'+

组别 例数 妊娠期高血压 妊娠期糖尿病 巨大儿 剖宫产 产后出血 新生儿窒息

干预组
:;) *4

$

(5/*

%

*:

$

:5(/

%

/'

$

45';

%

*((

$

:+5;2

%

*'

$

:52(

%

:

$

)5+;

%

对照组
(*) :*

$

+5'+

%

/4

$

45:(

%

:;

$

25/+

%

*2+

$

(;5)'

%

*4

$

:52)

%

(

$

)52+

%

(

/

)5)(+ )5):/ )5):( )5))( )52+; )5+;)

!

%

)5)'

%

)5)'

%

)5)'

%

)5)'

&

)5)'

&

)5)'

'

!

讨
!!

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妊娠期体质量过多增长所

带来的远期影响)妊娠后体质量过多增长将导致肥胖*高血

压*糖尿病并影响孕妇一生,

:

-

)国外有研究证实#过多的体

质量增长与下一代的肥胖有关,

(

-

)针对孕期体质量增加的标

准#据周敏等,

'

-研究#新生儿出生体质量控制在
/2))

!

:(22

1

之间较为适宜#有利于获得最佳妊娠结局)本研究干

预组中有
+43

孕妇增重符合标准#而对照组中有
('3

孕妇符

合增重标准)

孕期全程监控体质量指数增长#妊娠
/)

周前两组
KWM

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可能与早孕期间的妊娠反应

有关#大部分孕妇从妊娠
/(

周开始#食欲增加#妊娠
/(

周起

KWM

随孕周增加而增加)因此#妊娠
/(

周之后#控制饮食*加

强运动*监控体质量增加是孕期保健的重要内容)

孕期体质量增长过多与母体及胎儿不良妊娠结局均有关

系,

4

-

)两组孕妇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巨大儿发生率

及剖宫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与国内报道

结果一致,

+

-

)孕妇体质量增加过多常提示胎儿体质量增加较

快#其结果是导致巨大儿出生率增加#从而增加剖宫产率#如果

过度的增重#可增加妊娠期高血压和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

干预组孕妇
KWM

增加控制良好#保证了孕妇及胎儿的健

康和正常生长发育#说明孕妇体质量管理是有效可行的)孕妇

营养及运功调控是一项低成本*高效益的健康干预措施)针对

性个体化膳食营养及运动计划#从真正意义上改革了传统的围

生期保健制度)通过对孕妇膳食结构及运动方式及强度实施

科学合理地干预#可作为控制孕妇
KWM

过度增长的重要方法)

使孕妇体质量增加符合胎儿生长发育以及孕妇生理性调整的

规律#避免因孕期体质量增加不足#或体质量增加过度引起的

不良后果)

国外已有研究证实#通过健康的饮食*适当的活动来帮助

孕妇获得推荐体质量#对预防产后体质量增加有着重要的作

用,

;

-

)但是#有
:'3

!

4)3

的妊娠妇女并没$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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