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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状况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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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出现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的因素&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极低出生体质量儿
')*

例为研究对象&对所有极低出生体质量儿的资料进行调查!统计发生宫外生

长发育迟缓率&同时将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组和无宫 外生长发育迟缓组患儿进行对比!分析导致宫外生长发育迟缓

的因素!并进行多元回归性分析&结果
!

')*

例患儿中!

,,

例患儿出生时有宫内发育迟缓!宫外生长发育迟缓为

&,)

例&

'&,

例患儿体质量恢复出生水平时间为"

/(:/e'(*/

%

L

!每日体质量增长"

)/(/,e'/(:,

%

6

&多因素回归分

析发现!性别'出生胎龄'住院时间'出生体质量'呼吸机通气'禁食总时间'开始喂养时间'热卡摄入达标时间均是影

响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的主要因素&结论
!

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发生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率较高!导

致极低出生体质量儿生长发育迟缓的原因较多!与性别'出生胎龄'住院时常'出生体质量等均有关系!需要临床给

予高度重视&

"关键词#

!

极低出生体质量儿#

!

宫外生长发育迟缓#

!

早产儿#

!

生长发育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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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营养支持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肠外营养技术在

临床的广泛应用#早产儿病死率明显降低#

&***

6

以下早产儿

随着胎龄的增加#病死率已经从
);<

下降到
+)<

#

&***

!

')**

6

早产儿病死率降低到
)<

)

&

*

+早产儿由于脏器功能不

成熟#多不能耐受常规喂养#且临床多种手段的治疗$如药物,

呼吸机等&#又会影响早产儿的生长及发育#导致其落后于正常

生长曲线)

'5+

*

+尽管患儿有追赶生长的现象#但是很多早产儿

在出院后仍达不到预期值#影响体质量,头围,身长+为更好地

观察极低出生体质量儿的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现象#进行了本研

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

的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共
')*

例为研究对象+

')*

例患儿中男

&+/

例#女
&&'

例%自然分娩
&*:

例#剖宫产
&.&

例%出生时胎龄

为
'/

!

+.

周#平均$

+*(*:e&(''

&周%出生体质量为
&&+,

!

&.)/

6

#平均$

&+*'(+'e&/(/,

&

6

+以中国
&)

个城市不同胎

龄的新生儿体质量百分位数标准作为对照#低于相应胎龄第十

百分位数$

(

9&*

&为宫外生长发育迟缓)

)

*

#观察是否发生宫外

生长发育迟缓分为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组和无宫 外生长发育迟

缓组+入选标准!本院出生的胎龄在
+,

周以下婴儿#住院时间

在
,L

以上#出生体质量在
&)**

6

以下#临床资料完整#无住

院期间死亡#无外观畸形#生命体征平稳#排除需要外科手术治

疗的婴儿+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的诊断标准!纠正胎龄
+;

周#体

质量
'U

6

后可以出院+

$(/

!

方法
!

将两组患儿的基本资料进行统计#包括性别,

%

M

5

6

@N

评分,住院时间,出生体质量,出院体质量,出院胎龄,体质

量增长率,使用肠内营养日龄,使用肠外营养日龄#婴儿每日摄

入热卡
&'*UG@A

"$

U

6

-

L

&,蛋白质
+()

6

"$

U

6

-

L

&+进奶量达

到完全经口喂养为标准+日均体质量增长速度标准应为

&***h

)$出院时体质量"出生体质量&

&

"

K

f&

*

)

;

*

+

$('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2922&,(*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

理#计量资料使用
@eI

表示#组间比较用
D

检验%计数资料使

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相关因素分析使用多

元回归性分析方法+以
'

Y*(*)

为检验水准#

G

&

*(*)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的调查结果
!

')*

例患儿中
,,

例患儿为出生时有宫内发育迟缓$无宫外生长发

育迟缓组&#宫外生长发育迟缓为
&,)

例$宫外生长发育迟缓

组&+

')*

例患儿中有
'&

例在出院时体质量没有恢复到出生

体质量#

&'

例在出院期间没有发生体质量降低#其余
'&,

例均

在住院期间恢复到出生体质量水平#恢复时间为
*

!

&,L

#平均

为$

/(:/e'(*/

&

L

+

'&,

例患儿每日体质量增长
'

!

'/*

6

#平

均$

)/(/,e'/(:,

&

6

+

')*

例胎儿出院时矫正胎龄为
+;

!

+:

周#平均为$

+,(//e&(*/

&周%出院时体质量为$

'&/+(/,e

':,(:,

&

6

+

/(/

!

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的单相关因素分析

!

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组在男性,生胎龄小,住院时间长,出生体

质量轻,

'

周时发生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率高,日均体质量增长

少,呼吸机通气比例高,禁食总时间长,开始喂养时间迟,热卡

摄入达标时间迟等方面与对宫外发育正常组对比#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G

&

*(*)

&+见表
&

+

/('

!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

通过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性别,

出生胎龄,住院时间,出生体质量,呼吸机通气,禁食总时间,开

始喂养时间,热卡摄入达标时间均是影响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宫

外生长发育迟缓的主要因素+见表
'

+

表
&

!

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发生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组+无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组各项指标比较

项目 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组$

&,)

例& 无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组$

,)

例& 统计值
G

男性)

*

$

<

&*

/.

$

./(**

&

).

$

,'(**

&

&

'

Y;(;,;

&

*(*)

出生胎龄$

@eI

#周&

':(,/e&(*' ':(++e*(/; DY:(:/'

&

*(*)

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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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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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发生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组+无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组各项指标比较

项目 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组$

&,)

例& 无宫 外生长发育迟缓组$

,)

例& 统计值
G

出生体质量$

@eI

#

6

&

&',;(/;e'+/(/; &+)&(/;e+&/(/, DY/('&+

&

*(*)

'

周时发生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率)

*

$

<

&*

&&.

$

;)(&.

&

&+

$

&,(++

&

&

'

Y/(:'&

&

*(*)

日均体质量增长$

@eI

#

6

"

U

6

-

L

&

&*(,;e&(*/ &'(;)e&(', DY&*(/'/

&

*(*)

呼吸机通气)

*

$

<

&*

&*:

$

;'(':

&

+/

$

)*(;,

&

DY&'(,)+

&

*(*)

禁食总时间$

@eI

#

L

&

.('.e*(/, +(*&e*(/, DY&*(;')

&

*(*)

开始喂养时间$

@eI

#

L

&

'(*&e*(,' '(//e*(), DY/(*&:

&

*(*)

热卡摄入达标时间$

@eI

#

L

&

'/(''e&.(+. '+()+e&&(.+ DY/(,;&

&

*(*)

完全经口喂养时间$

@eI

#

L

&

+)('+e&'(/, ++('/e&*(:: DY&('&+

%

*(*)

表
'

!

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发生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的多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

E<?< d@AL

&

'

G .N :)<:"

性别男
f'(/;& *().' ;(..) *(*'&, &&()/, '(+/.

!

.,(',;

出生胎龄
+(:., *(,'& ,(+;& *(*&/' &*(/+/ +(./;

!

&+(.,,

住院时间
/(:,' *(;'. /(/+& *(*&.. &+(./) &(:'&

!

''(/+&

出生体质量
f,(.// *(;'; ;(+,. *(*&:. &:(./+ &(*:'

!

':(*&:

呼吸机通气
;(/,& *(+/. ,(/&& *(*&;/ :(:,+ &(:+&

!

+.(:&&

禁食总时间
;(*&/ *(/.; &*(:/' *(**,; /(''/ &(+/.

!

.&(+/.

开始喂养时间
+(/;) *(.,) /(./, *(*++& &*(+/. +(./+

!

./(+/&

热卡摄入达标时间
:(:/& *(,,' ,(**& *(*':, &.())+ '(./.

!

.&(::/

'

!

讨
!!

论

随着临床新生儿诊疗技术的发展及监护水平的提高#早产

儿的抢救成功率,生存率也逐年升高+早产儿由于宫内营养储

备不足#出生后并发症较多#胃肠道功能不够成熟#吸吮能力降

低#导致吸吮吞咽功能不协调#且患儿营养供给不足#出现了极

低出生体质量儿的生长发育迟缓#在临床称为宫外生长发育迟

缓)

;

*

+一旦发生宫外生长发育迟缓#就会影响早产儿的近期发

育#甚至还会影响远期发育#如神经系统,骨骼,智能发育迟缓

等)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例极低出生体质量儿中发生宫外生

长发育迟缓
&,)

例#导致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的原因较多#主要

为性别,出生胎龄,住院时间,出生体质量,呼吸机通气,禁食总

时间,开始喂养时间,热卡摄入达标时间+出生体质量越低#胎

龄越小#发生宫外生长发育迟缓比例也越高)

/

*

+这主要是越早

出生的早产儿#其宫内储备的能量需要应付出生后各种并发症

和疾病#不能单纯供给生长发育#而早产儿的胃肠功能不成熟#

容易受到疾病及并发症影响)

:5&*

*

%且这类患儿喂养困难率越

高#容易导致喂养不耐受和能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营养积累亏

空#体质量增长缓慢#恢复体质量所需时间也越长)

&&

*

+

营养摄取方面#禁食总时间,开始喂养时间和热卡摄入达

标时间均会直接影响极低出生体质量儿的宫外生长发育迟缓+

在临床研究中#早产儿生后营养摄取不足是导致生长发育迟缓

的一个主要原因)

&'

*

+对极低出生体质量儿的营养支持目标#

是帮助患儿使生长曲线达到宫内生长速度#但早产儿出生后需

要面临较多的并发症#达到标准摄取量较为困难)

&+

*

+而禁食

时间过多,开始喂养时间过长#均会导致极低出生体质量儿的

胃肠道结构,功能受到影响#如发生消化酶活性降低,胃肠道黏

膜萎缩,消化道黏膜对病原体的渗透性增加#诱发了宫外生长

发育迟缓#经口喂养后出现喂养不耐受等)

&.

*

+使用呼吸机通

气的患儿并发症较多#如新生儿窒息,呼吸衰竭,新生儿体质量

极低等#呼吸机治疗使机体长期处于高分解状态#能量消耗增

大#对蛋白质需要增加#影响了体质量的增长#生理性体质量有

所降低+

为更好地解决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宫外生长发育迟缓#需要

注意以下几点!$

&

&加强早期肠外营养#即早期静脉给予氨基

酸,脂肪乳等#提高体质量增长速度#保证足够的热卡#改善生

长发育#肠外营养液主要包括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

&)

*

+

$

'

&微量元素的肠内营养+母乳喂养#治疗喂养也是改善宫外

生长发育迟缓的方法#肠内营养应从小剂量开始#并观察患儿

的耐受程度#逐渐增加+

综上所述#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发生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率较

高#导致极低出生体质量儿生长发育迟缓的原因较多#与性别,

出生胎龄,住院时常,出生体质量等均有关系#需要临床给予高

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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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

&对于胆囊管内存在结石的患者术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推

挤方式#导致结石易滑落至胆总管引起胆总管梗阻+多数情况

下
"

超可以明确胆管继发结石导致的胆道梗阻诊断#在
"

超

判断困难时#采用
W389

或
!389

检查均能获得肯定诊断+

胆管继发结石的治疗首选内镜治疗#治疗方式有
!24

,内镜乳

头括约肌气囊扩张术$

!9"#

&,内镜下乳头括约肌切开联合大

气囊扩张术$

!90"#

&和内镜下机械碎石术$

!H0

&#通常采用

!24

或
!9"#

)

)

*

+本组
.

例
!24

取石治疗成功+当内镜治疗

存在困难时#应果断选择开腹行胆管探查取石术#以避免发生

不必要的并发症+

'(/

!

胆管损伤
!

胆管损伤也是
08

术后黄疸的常见原因+损

伤原因主要与个人技术能力不足,胆囊三角区局部病变重,存

在解剖变异等因素有关+根据损伤发生机制分为胆管横断伤,

胆管夹闭,胆管撕裂伤,胆管电凝伤等#术后黄疸主要涉及左右

肝管,肝总管及胆总管的横断伤或夹闭伤#以胆总管或肝总管

损伤最为多见)

;

*

+损伤发生后主要表现为术后早期的无痛性

黄疸+腹部
"

超可见肝内胆管扩张#

W389

,

84

,

!389

检查可

进一步显示胆管的连续性及完整性破坏#并可明确胆管损伤的

位置+一般认为术后
,'D

内发现的胆管损伤组织炎症水肿较

轻#可以一期行胆管空肠
3=Ba5\

吻合或胆管对端吻合#当不

具备一期手术条件时#可以暂时行胆道穿刺引流#

+

!

;

个月后

行择期胆肠吻合术)

,

*

+本组胆管损伤均一期施行胆管空肠

3=Ba5\

吻合或胆管对端吻合术#术后恢复顺利#随访效果好+

'('

!

肝细胞性黄疸
!

资料显示
S"-

,

S8-

感染引起的慢性

肝病易合并胆囊结石#且随着肝损害程度加重而发病率越

高)

/

*

+本组
&

例合并有乙型肝炎,肝炎后肝硬化的
08

术后黄

疸发生原因估计与术中大量出血导致肝脏损害有关+同时#术

前对手术难度估计不足导致手术时间过长,经肝代谢的麻醉药

物积蓄过多#在有基础肝病的情况下使得肝脏损害加重有一定

关系+化验检查有肝细胞损害证据#影像学检查排除了梗阻性

黄疸存在#结合术前肝病史#可以作出肝细胞性黄疸诊断#予以

保肝支持及抗病毒治疗即可+

综上所述#

08

术后引发黄疸的原因主要为胆管继发结石,

胆管损伤,肝细胞性黄疸#在临床中应注重分析具体原因#采用

针对性治疗手段#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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