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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测年轻不孕女性卵巢储备功能及自然

周期排卵率中的价值

王丹瑾!马成斌#

!糜
!

茵!胡荷宇"上海市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妇科
!

.000?-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基础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

3X)

#

+)

%在预测年轻不孕女性卵巢功能和评估自然周期

卵泡发育及排卵情况中的价值&方法
!

选择进行自然周期卵泡监测的
;0.

例不孕症患者!根据基础
3X)

#

+)

不同

分成组
-

"基础
3X)

#

+)

%

.

!共
.0@

例%!组
.

"基础
3X)

#

+)

&

.

!共
B@

例%进行比较&分析两组的年龄'基础性激素

水平'窦卵泡计数"

43,

%'抗苗勒管激素"

4Q)

%水平及自然周期排卵率&结果
!

两组患者的年龄'基础
3X)

'基础

雌二醇'基础泌乳素'基础睾酮'

43,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组
.

的基础
+)

'

4Q)

水平低于组
-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组
.

患者的排卵率"

?B/;Ẑ

%低于组
-

"

Z;/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结论
!

基础
3X)

#

+)

能准确评估年轻女性不孕患者卵巢储备功能!同时可以预测自然周期排卵的结局!可作为年

轻不孕女性筛查指标!缩短不孕症治疗周期!提高治疗效率&

"关键词#

!

基础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

!

抗苗勒管激素$

!

基础窦卵泡计数$

!

卵巢储备功能$

!

自然周期

排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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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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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B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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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由于环境污染-婚育年龄推迟等因素影响#不孕

症发生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对于年轻女性卵巢功能和

自然周期卵泡发育及排卵情况的评估在临床上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常用的卵巢功能预测指标主要有患者的年龄-基础卵泡

刺激素$

3X)

&水平-窦卵泡计数$

43,

&-卵巢容积-抗苗勒管激

素$

4Q)

&及抑制素
N

水平等*但是基础
3X)

水平在年轻患

者中预测价值较低#只有在基础
3X)

已经明显升高时#才有一

定的预测价值*有研究报道
4Q)

水平可以很好地预测卵巢

功能#但由于检测费用昂贵也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

用+

-

,

*月经周期及生育力正常妇女的
43,

与实际年龄关系最

密切+

.

,

#提示
43,

能反映卵巢储备功能*因此#尚没有
-

项独

立的指标能够全面-准确地评估年轻患者卵巢储备功能以预测

卵巢反应性*近年来有研究提出基础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

$

3X)

"

+)

&能够预测体外受精联合胚胎移植技术$

PR3

&治疗

时卵巢的反应性*但目前基础
3X)

"

+)

对自然周期排卵情况

的报道较少*本文回顾性分析
;0.

例临床资料#旨在探讨基础

3X)

"

+)

在预测年轻不孕女性卵巢储备功能和评估自然周期

排卵情况中的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0-.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本院妇

科不孕门诊进行自然周期卵泡监测的
;0.

例不孕症患者#根据

基础
3X)

"

+)

不同#将
;0.

例患者分成
.

组#基础
3X)

"

+)

%

.

为组
-

$

.0@

例&#基础
3X)

"

+)

&

.

为组
.

$

B@

例&*所有患者

符合以下条件!$

-

&年龄
.?

"

;?

岁%$

.

&基础
3X)

*

Bf

"

+

%$

;

&

排除多囊卵巢综合征及其他内分泌疾病#如甲状腺疾病-高泌

乳素血症等*所有患者前
;

月内未使用任何激素类药物*

$//

方法
!

$

-

&基础性激素水平检测!患者在月经第
;

"

?

天抽

血检测基础
3X)

-基础
+)

-基础雌二醇$

T.

&-基础睾酮$

C

&-

基础泌乳素$

*<+

&水平*采用免疫化学发光法$全自动免疫分

析仪
:.000

#雅培公司&*$

.

&

4Q)

检测!保留患者月经第
;

"

?

天的血样#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酶标仪
N:D7CTV

&进行检测*

$

;

&

43,

!在月经第
;

"

?

天用
N

超检测患者双侧卵巢直径
.

"

BLL

的窦卵泡数*$

1

&自然周期卵泡监测!在排卵前期$月经

第
-0

"

-.

天&起隔日进行卵泡监测直至优势卵泡消失或至月

经第
.?

天仍无优势卵泡生长*

$/'

!

判断标准
!

成熟卵泡!已排卵前
-(

卵泡直径在
-Z

"

..

LL

为卵泡成熟指标*

N

超测定卵泡破裂$排卵&的特征为!

$

-

&卵泡消失%$

.

&卵泡体积变小#内部出现光点%$

;

&盆腔积液*

43,

-成熟卵泡与排卵指征标准按文献+

;

,判断*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XX-B/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H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0/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年龄及检测结果比较
!

两组患者的年龄-基础

3X)

-基础
T.

-基础
*<+

-基础
C

水平和
43,

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

$

0/0?

&*组
.

的基础
+)

-

4Q)

水平均低于

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年龄及检测结果比较%

HY!

'

组别
,

年龄$岁&

43,

$个&

基础
3X)

$

f

"

+

&

基础
+)

$

f

"

+

&

基础
*<+

$

LPf

"

+

&

基础
T.

$

>

LDF

"

+

&

基础
C

$

9LDF

"

+

&

4Q)

$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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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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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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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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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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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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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自然周期排卵情况的比较
!

组
.

患者的排卵率

为
?B/;Ẑ

$

?A

"

B@

&小于组
-

的
Z;/0-̂

$

-A-

"

.0@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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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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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3X)

"

+)

与卵巢储备功能
!

卵巢储备功能的评估

一直是不孕症患者治疗中十分重要的指标之一*其中年龄是

影响卵巢储备功能最重要的独立因子+

1

,

#基础
3X)

水平随着

年龄的增加而上升#其对卵巢储备功能的预测更敏感#故被临

床广泛应用来反映卵巢储备功能*但对于临床就诊中的大部

分年轻不孕患者#她们的年龄及
3X)

水平的差异较小#如何能

准确地评估其卵巢功能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卵泡发育过程中#

根据0两细胞
7

两促性腺素1学说#

3X)

和
+)

的协同作用至关

重要*

3X)

和
+)

的密切相互作用表明两者可能对评价卵巢

功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
+)

的预测作用却常被忽视+

?

,

*

SDG:

等+

@

,认为垂体
+)

的稳态分泌是优势卵泡选择至发育成

为排卵前卵泡所必需的#而正常水平
3X)

伴随着低水平
+)

的出现是卵巢激素-垂体激素及自分泌-旁分泌的肽类之间不

平衡的标志*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年轻不孕患者中#基础
3X)

均
*

B

f

"

+

#两组患者在年龄-基础
3X)

及
43,

无明显差异的情况

下#基础
3X)

"

+)

&

.

的患者
4Q)

水平更低$

"

%

0/0?

&#而

4Q)

目前是作为评判卵巢储备功能的金标准之一#因此基础

3X)

"

+)

的升高也可以提示卵巢储备功能的下降*有研究表

明#

3X)

正常但
+)

偏低者是垂体与卵巢平衡失调"卵巢功能

下降的表现+

A

,

*另有研究表明#在生理状态下#卵巢储备功能

下降首先表现为
3X)

"

+)

升高+

Z

,

*因而在基础
3X)

水平尚

未出现明显升高的年轻不孕患者中#基础
3X)

"

+)

升高可提

示早期提示卵巢储备功能的下降*

'//

!

基础
3X)

"

+)

与自然周期排卵情况
!

在年轻不孕患者

中#由于基础
3X)

的差异不大#而基础
3X)

"

+)

的升高主要

由基础
+)

水平降低所致*从本研究结果显示#组
.

的排卵率

明显低于组
-

患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这也印

证了无排卵分类
)

型#即低促性腺激素性腺功能减退的患者须

用一定剂量的
+)

而不是纯
3X)

方可促排卵的理论*故可得

知一定浓度的基础
+)

是卵泡募集所必需*

+)

在卵泡生长

发育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作用于卵泡膜细胞#促

进卵泡膜细胞的增殖和分化#使卵泡在发育过程中有足够的雄

激素维持卵泡的生长发育#同时也刺激颗粒细胞芳香化酶活

性#协同增加雌激素的生成+

B7-0

,

*

+)

水平持续少量的增加对

小窦卵泡生长发育至排卵前卵泡是必要且充分+

--7-.

,

*基础

+)

的下降可导致卵泡膜细胞产生雄激素减少#颗粒细胞的

3X)

受体生成减少#从而影响卵泡发育及排卵+

-;

,

*由此#本研

究结果也提示基础
3X)

"

+)

可以预测年轻不孕女性自然周期

的排卵情况#基础
3X)

"

+)

升高的患者自然周期排卵率低*

'/'

!

基础
3X)

"

+)

对年轻不孕患者的临床意义
!

卵巢储备

功能#又称卵巢储备#是指卵巢产生卵子数量和质量的潜能#间

接反映卵巢的功能*

43,

成本低-可重复-无创伤性-接受性

好#对预测卵巢储备和卵巢反应性准确性较高#但其在周期内

和周期间易变异#受避孕药-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及操

作者等影响#而且与年龄呈负相关+

-.

,

*本研究也提示了
43,

无差异的两组患者其
4Q)

及自然周期排卵率是有差异的*

所以
43,

也不适用于年轻不孕患者卵巢功能的判断*

4Q)

独立预测卵巢低反应和卵巢高反应的准确率均最高*因

4Q)

不受垂体
7

卵巢轴的反馈调节#在月经周期中无明显波

动#在妊娠和口服避孕药物时也保持恒定+

-;7-1

,

#能够反映生长

卵泡的数量#故血清
4Q)

值能够间接反映卵巢储备功能*研

究表明#与其他指标相比#

4Q)

能更早-更准确地评估卵巢储

备功能#且呈良好相关性#灵敏度高+

-;

,

*但由于
4Q)

检查费

用昂贵#目前仅运用于科研#无法在临床运用*因此对于基础

+)

下降而基础
3X)

"

+)

升高的年轻不孕女性#应该更关注#

积极进行卵泡监测#必要时进行增加外源性
+)

治疗或提前进

入促排卵或人工辅助生殖周期#以缩短不孕患者的治疗周期#

进一步提高不孕症的治疗效率*但本研究由于样本数有限#尚

需要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

综上所述#运用基础
3X)

"

+)

来评估年轻不孕女性卵巢

储备功能#更为经济-便捷#可以精确和全面地预测患者的卵巢

反应#指导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缩短不孕症治疗周期起到了重要

的指导意义#适用于不能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基层医院#具有

潜在的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

-

,

+:)!

#

+""R,

#

+&HTh

#

"$&F/<DF"DI2&#"F:9"&9$'&FIDF7

F:GF"GDH9$&9(&9$:7LHFF"':&9ED'LD9":9

>

'"(:G$:D9DIGH7

LHF&$:5"F:5"2:'$E:9$E"I:'#$:95:$'DI"'$:F:#&$:D9G

6

GF"

!

&

'"$'D#

>

"G$:5"GDED'$&9&F

6

#:#

+

8

,

/*+DXa9"

#

.0-;

#

Z

$

1

&!

-0B?7-0BA/

+

.

,

XGE"I:"'=8

#

N'D"[L&9#38

#

+DDL&9,!

#

"$&F/CE"9HL7

2"'DI&9$'&FIDFF:GF"#:99D'L&FMDL"9M:$E

>

'D5"9I"'$:F:7

$

6

:#$E"2"#$'"IF"G$:D9DI'"

>

'D(HG$:5"&

%

"

+

8

,

/)HL<"7

>

'D(

#

.00;

#

-Z

$

1

&!

A007A0@/

+

;

, 周永昌#吴钟瑜
/

超声医学+

Q

,

/.

版
/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

社#

-BB1

!

-;7-A/

+

1

,

X:FF#TX

#

4F

>

"'QQ

#

!&F#E4*/a5&':&9'"#"'5"#G'""9:9

%

:9:9I"':$:F:$

6

!

>

'&G$:G&F&

>>

F:G&$:D9#&9($E"D'"$:G&F(:'"G7

$:D9#ID''"#"&'GE

+

8

,

/TH'8a2#$"$=

6

9"GDF<"

>

'D(N:DF

#

.00B

#

-1@

$

-

&!

;07;@/

+

?

,

49('"&!

#

!:FI':"(3/CE"ID'

%

D$$"95&':&2F"

!

:L

>

&G$DI

FH$":9:_:9

%

ED'LD9"D9$E"

>

'"(:G$:D9DID5&':&9'"#"'5"

+

8

,

/3"'$:FX$"':F

#

.00@

#

Z?

$

-

&!

.?B7.@-/

+

@

,

SDG:P

#

N:&

%

:DD$$:<

#

Q&

%%

:Q

#

"$&F/+DM(&

6

;FH$":9:_:9

%

ED'LD9"5&FH"#&'"

>

'"(:G$:5"DI'"(HG"('"#

>

D9#"$DD7

5&':&9#$:LHF&$:D9

+

8

,

/)HL <"

>

'D(

#

-BBZ

#

-;

$

;

&!

?;-7

?;1/

+

A

,

a'5:"$D<

#

Q"F$_"'X

#

<&2:9#D98

#

"$&F/UD"#(&

6

;FH$":9:7

_:9

%

7ED'LD9"F"5"F

>

'"(:G$PR3#HGG"##:9

>

&$:"9$#H9("'7

%

D:9

%

GD9$'DFF"(D5&':&9#$:LHF&$:D9 M:$E =9<) &9&7

FD

%

H"#

4 +

8

,

/3"'$:FX$"':F

#

.00Z

#

B0

$

1

&!

-.BA7-;00/

+

Z

,

VF:

%

L&9+

#

<D#"9M&[#g/U:II"'"9$:&$:9

%

GF:9:G&F

>

'DI:F"#

!

>

'"(:G$:9

%%

DD('"#

>

D9("'#

#

>

DD''"#

>

D9("'#

#

&9(E

6>

"''"7

#

>

D9("'#

+

8

,

/3"'$:FX$"':F

#

.00-

#

A@

$

@

&!

--Z?7--B0/

+

B

, 吴惠华#李红#孟庆霞#等
/

年轻妇女卵泡刺激素"黄体生

成素比值预测卵巢储备功能及体外受精
7

胚胎移植的结

局+

8

,

/

生殖医学杂志#

.0-;

#

..

$

.

&!

-0-7-0?/

+

-0

,

)D99L&)

#

4#&(&h

#

N&2&C

#

"$&F/,D9$:9HDH#E:

%

E7(D#"

"#$'D

%

"9GD9$'DF##"'HL3X)&9(+)F"5"F#

!

9"M$'"&$7

L"9$#$'&$"

%6

ID'"̀$'"L"F

6

FDMD5&':&9'"#"'5"

>

&$:"9$#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2Q"(,F:9

!

8&9H&'

6

.0-@

!

RDF/-;

!

SD/-



$MDG&#"'"

>

D'$#

+

8

,

/=

6

9"GDFT9(DG':9DF

#

.0-1

#

;0

$

?

&!

;1-7;11/

+

--

,陈丽华#高凤霞#孙爱军
/

卵巢储备功能评价的研究进展

+

8

,

/

生殖医学杂志#

.0-1

#

.;

$

1

&!

;;07;;;/

+

-.

,

P#:[X

#

a_G&9)S

#

a_H

%

H_f

#

"$&F/T5&FH&$:D9DID5&':&9

'"#"'5"2&#"(D9ED'LD9&F

>

&'&L"$"'#

#

D5&':&95DFHL"

#

&9(&9$'&FIDFF:GF"GDH9$:9MDL"9M:$E$

6>

".(:&2"$"#

L"FF:$H#

+

8

,

/8,F:9T9(DG':9DFQ"$&2

#

.0-.

#

BA

$

-

&!

.@-7

.@B/

+

-;

,

R"'E&

%

"9FCT

#

)"9(':[#U8

#

N&9"#:+3

#

"$&F/CE"&GGH'&7

G

6

DILHF$:5&':&$"LD("F#

>

'"(:G$:9

%

D5&':&9'"#"'5"&9(

>

'"

%

9&9G

6

&I$"':95:$'DI"'$:F:_&$:D9

!

&L"$&7&9&F

6

#:#

+

8

,

/

)HL<"

>

'D(f

>

(&$"

#

.00Z

#

-1

$

.

&!

B?7-00/

+

-1

,夏天#罗颂平
/

抗苗勒管激素与卵巢储备力+

8

,

/

生殖与避

孕#

.00@

#

.@

$

--

&!

@Z17@ZZ/

$收稿日期!

.0-?70;7-;

!!

修回日期!

.0-?70Z7-?

&

!临床探讨!

不同病期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的免疫功能动态变化研究

史硕达-

!周育洋.

!庄
!

婧.

"

-/

江苏省泗阳县中医院检验科!江苏宿迁
..;A00

$

./

江苏省泗阳县

人民医院检验科!江苏宿迁
..;A00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不同病期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的免疫功能变化及其意义&方法
!

选取肺炎支原体肺炎患

儿
@;

例!其中
;-

例急性期患儿为
4

组!

;.

例恢复期患儿为
N

组!并以
;0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依次检测三组

患儿的外周血
C

淋巴细胞亚群'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4

组与
N

组患儿的
,U1

'

,UZ

'

,U1

#

,UZ

及
P

%

=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4

组患儿
,U;

'

P

%

Q

及
,;

水平同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但三组儿童
P

%

4

及
,1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0/0?

%&结论
!

肺炎

支原体肺炎患儿常伴随机体免疫失调状况!针对患儿开展相关免疫指标检测可明确疾病进展程度与治疗预后效果!

对免疫调节剂临床应用创造基础依据&

"关键词#

!

肺炎支原体肺炎$

!

患儿$

!

急性期$

!

恢复期$

!

免疫功能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4

文章编号$

-@A.7B1??

"

.0-@

%

0-70-.@70.

!!

肺炎支原体肺炎是儿童呼吸系统高发疾病#主要因肺炎支

原体感染所引发#发病患儿多伴随发热-刺激性咳嗽与痰液增

多等临床症状+

-

,

*该病通常无明显的肺部特征#但肺外器官与

系统多有受累表现+

.

,

#在病情不断深化下#对其生命安全存在

一定威胁#已成为儿科临床研究重点课题+

;

,

*同时#肺炎支原

体感染后患儿机体免疫功能会发生明显变化+

1

,

#本研究通过对

不同病期患儿开展免疫学指标检测与比较#旨在进一步深入明

确疾病的发生机制#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江苏省泗阳县中医院
.0-.

年
--

月至

.0-1

年
--

月收治的
@;

例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其中发病入

院当日未给予药物治疗的
;-

例急性期患儿作为
4

组#确诊后

采用阿奇霉素静脉序贯口服治疗
Z(

后发热-咳嗽-肺音等

症状-体征均明显改善的
;.

例恢复期患儿作为
N

组#并选择同

期进行健康体检的
;0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

4

组患儿中男

-B

例#女
-.

例#年龄
A

个月至
--

岁#平均$

1/1Y-/.

&岁%

N

组

患儿中男
-Z

例#女
-1

例#年龄
B

个月至
-0

岁#平均$

1/AY

-/0

&岁%对照组儿童中男
-A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1/?Y-/;

&岁*三组儿童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

$

0/0?

&#具有可比性*所有研究对象在入组

前均由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

$//

!

诊断标准
!

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均采用.儿科学/诊断标

准+

?

,

*急性期标准!$

-

&以刺激性咳嗽为主要症状#经常伴随发

热表现#发热持续时间为
-

"

;

周%$

.

&缺乏明显肺部体征#或存

在双肺湿音与哮鸣音%$

;

&肺炎支原体
7P

%

Q

抗体呈阳性#非

感染性或病毒性肺炎%$

1

&肺部
b

线表现实质影*恢复期标

准!$

-

&肺炎相关症状逐渐消失%$

.

&偶伴发热表现#持续时间为

;(

内%$

;

&肺部
b

线表现相关体征明显减轻*

$/'

!

方法
!

4

组与对照组儿童均于入院后清晨采集静脉血#

N

组儿童在治疗
-

疗程后#病情均稳定好转后采集静脉血*选

用美国
NU

公司提供的鼠抗人
,U;

-

,U1

与
,UZ

分子试剂盒#

应用美国
NU

流式细胞仪测定患儿的
C

淋巴细胞免疫指标*

选用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提供
P

%

4

-

P

%

Q

与
P

%

=

及其补体

,;

-

,1

等试剂盒#采用免疫比浊法开展免疫球蛋白检测*清晨

空腹下抽取患儿
1L+

静脉血*首先将
.L+

血液标本置于抗

凝管中#采集
@E

内完成
,U;

-

,U1

与
,UZ

测定#将上述试剂

均匀加入血液标本中#取
?0

(

+

混匀抗凝全血并滴入
.0

(

+

单

克隆抗体#常温状态下放置
;0L:9

#而后添加
;0

(

+

固定剂#避

光下静置
?L:9

#滴入
1?0

(

+

溶血素#获取
-0̂

浓度的细胞混

悬液#常温静置
.0L:9

后应用系统开展分析*再应用干燥试

管收集另
.L+

血液标本#行离心处理
?L:9

#获取血清后依据

试剂盒操作标准应用免疫比浊法测定免疫球蛋白相关指标*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XX-B/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H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0/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三组外周血
C

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

4

组与
N

组患儿的

,U1

-

,UZ

与
,U1

"

,UZ

水平同对照组比较#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0/0?

&#同时
4

组患儿
,U;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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