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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新生儿外周血有核红细胞"

*MYQ

#计数的变化与新生儿窒息严重程度及其预后的关系$

方法
!

应用迈瑞流水线
Q+Z#5%%%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新生儿窒息患儿与对照组新生儿进行外周血
*MYQ

(红

细胞(血红蛋白与红细胞比容检测!比较评价患儿
*MYQ

与围生期窒息严重程度及其预后的关系$结果
!

窒息组

*MYQ

绝对计数显著高于对照组&窒息组
*MYQ

百分数较对照组显著增加&重度窒息组新生儿外周血
*MYQ

百分

数和绝对数均显著高于轻度窒息组新生儿$结论
!

新生儿外周血
*MYQ

数与新生儿窒息严重程度有关!新生儿外

周血
*MYQ

计数对新生儿窒息的早期诊断和窒息程度判断及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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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窒息是指胎儿在妊娠晚期和分娩过程中#由于缺氧

及其引起的各脏器一系列生理改变#导致心,脑,肾,肺,肝等重

要器官功能损害的疾病#其中的脑损伤可引起永久性神经系统

功能障碍#严重威胁新生儿生命及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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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核红细胞

$

*MYQ

%常见于新生儿血液中#但其存在意义并不明确+本文

对
$9

例窒息新生儿
*MYQ

进行测定#旨在探讨
*MYQ

在新生

儿窒息的诊断及预后中的临床意义#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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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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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分为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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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重度
!5

例(其中早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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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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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胎龄$

$9,%5g$,$%

%周(平均出生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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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照组均为健康新生儿#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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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4

例(剖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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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自然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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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早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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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足月儿
3"

例(平均胎龄$

$:,4"g!,5"

%周(平均出生体质量

$

$%3&,"$g&"%,:$

%

S

+

$,/

!

仪器与试剂
!

迈瑞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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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及配套试剂和质控品+

$,'

!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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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方法
!

在实验室测定每日在控情况下抽取两组

新生儿静脉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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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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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管混匀抗凝#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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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使用
Q)*M

模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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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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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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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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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由分娩医院新生

儿医生按照标准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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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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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资料以
MgF

表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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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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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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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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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组与对照组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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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R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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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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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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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度窒息新生儿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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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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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体质量新生儿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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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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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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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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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和足月儿外周血各项指标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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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顺产组和剖宫产组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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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Q

,

0R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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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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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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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窒息与母亲
*MYQ

的关系
!

见表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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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体质量新生儿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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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胎龄窒息新生儿外周血各项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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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顺产组和剖宫产组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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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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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外周血中可见
*MYQ

是由于幼稚红系细胞释放至

外周血中所致#但正常新生儿外周血中
*MYQ

很少超过
!%

"

!%%VYQ

)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窒息组
*MYQ

百分数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H

$

%,%&

%#

*MYQ

绝对计数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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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既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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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激素#其生成受组织缺氧的刺激#而新生儿窒息正是由于缺

氧导致+在新生儿窒息患儿中#缺氧导致体内
.P/

升高#刺激

红细胞生成#导致幼稚红细胞过早释放#外周血
*MYQ

升高+

这一系列代偿反应使血液循环中血红蛋白增加#使氧气携带能

力增高#改善缺氧状况+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
MYQ

,

0R

明

显高于窒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对照组
0Q;

高

于窒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这与既往文献)

&

*报

道不一致+本文猜测这可能与新生儿窒息时限有关#在产时导

致的新生儿窒息中#由于急性缺氧使得体内
.P/

升高#

*MYQ

释放+而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可能还没来得及代偿#导致窒息组

值低于对照组+

本研究为探讨新生儿窒息严重程度与外周血
*MYQ

计数

的关系#将窒息组按照
!BH=+

'S

F@

评分将新生儿窒息组分为

轻度组及重度组#比较两组之间外周血指标结果显示#轻度组

与重度组
MYQ

,

0R

及
0Q;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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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重度组新生儿外周血
*MYQ

百分数和绝对数均显著

高于轻度组新生儿外周血
*MYQ

百分数和绝对数#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H

$

%,%&

%#这与既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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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一致+尤其应

注意的是
*MYQ

绝对计数增加的程度#也就是
*MYQ

总数+

因为白细胞总数减少时若计数
*MYQ

相对计数$也就是
!%%

个白细胞中的
*MYQ

%#其值可能过分扩大+而当白细胞总数

增高时又容易低估
*MYQ

计数的增加+过去研究发现#

*MYQ

绝对计数更能准确反映当前机体缺氧情况)

:

*

+本研究结果表

明#重度窒息组
*MYQ

绝对计数较
*MYQ

百分数增加更为

显著+

有文献报道#早产儿外周血
*MYQ

检出率高于足月儿)

5

*

+

为了排除早产儿因素对本研究的影响#本文将窒息组新生儿分

为早产儿组与足月儿组#将两组外周血
*MY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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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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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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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水平变化进行比较#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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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早产因素在窒息因素中不是主要影响
*MYQ

的

因素+再将窒息组足月儿与对照组足月儿#窒息组早产儿与对

照组早产儿分别进行比较#发现窒息组足月儿无论是
*MYQ

绝对计数还是
*MYQ

百分数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足月儿#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H

$

%,%&

%#窒息组早产儿
*MYQ

绝对计数显

著高于对照组早产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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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窒

息组早产儿
*MYQ

相对计数与对照组早产儿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H

%

%,%&

%#但如前所述
*MYQ

绝对计数更能准确反映

当前机体缺氧情况#这说明外周血
*MYQ

的数量无论在足月

儿或早产儿均与缺氧有关#缺氧才是影响窒息组
*MYQ

的主

要因素+为了避免
*MYQ

计数受胎儿出生方式与出生体质量

的影响#本文将窒息组患儿分为低体质量儿组,正常体质量儿

组#其中低体质量儿组与正常体质量儿组外周血
*MYQ

,

MYQ

,

0R

及
0Q;

等水平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

%+这

说明出生体质量并不影响窒息组
*MYQ

水平的变化+另外根

据胎儿分娩方式将窒息组分为自然产患儿与剖宫产患儿#两组

外周血
*MYQ

,

MYQ

,

0R

及
0Q;

等指标结果显示#两组
MYQ

,

0R

,

0Q;

及
*MYQ

百分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

%+而剖宫产窒息患儿
*MYQ

绝对计数高于自然产患儿#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本文猜测这可能与产时窒息

患儿更多选择剖宫产方式有关#而不是剖宫产方式本身影响了

窒息组患儿的
*MYQ

绝对计数+

大量研究证实#母体外周血中存在少量胎儿
*MYQ

#为了

探究新生儿窒息与母体
*MYQ

的关系#本文将窒息组与对照

组新生儿各
3%

例#检测母亲临产前外周血血常规指标#将窒息

组母亲与对照组母亲外周血
*MYQ

,

MYQ

,

0R

及
0Q;

等指标

进行比较#其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

%+这可能与

采集母亲外周血时间有关#过去曾有研究发现#孕
!!

周时胎儿

循环中
*MYQ

约占红细胞的
!%,%b

#而孕
!4

周时降为
%,&b

#

以后则更低)

4

*

+现在研究也认为#母血中胎儿
*MYQ

比例以

!!

"

3%

周检出率最高)

!%

*

+另外#在慢性缺氧情况下#由于胎儿

血氧饱和度降低#组织中缺氧引起胎儿代偿性造血增加#胎儿

外周血液循环中
*MYQ

数量增加#母胎间细胞交换增加#母亲

外周血中
*MYQ

数量也相应上升+而在单纯急性缺氧情况

下#短时间内机体尚未引起代偿性造血反应#所以外周血中

*MYQ

数量无明显增加+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若想进一步探

讨新生儿窒息患儿与其母亲外周血的关系#可以将新生儿窒息

原因找出来#分为急性与慢性缺氧来研究+

总之#本研究调查了外周血
*MYQ

计数与新生儿窒息及

严重程度的关系#结果显示#新生儿窒息患儿外周血
*MYQ

计

数明显高于健康新生儿+窒息程度越重#其外周血
*MYQ

计

数越高+计数
*MYQ

相对于其他检测来说方法更简单#价格

更低廉+因此#临床可将
*MYQ

计数作为新生儿常规检查项

目#用于预测新生儿窒息及对新生儿窒息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及

针对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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