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效果分析)

T

*

)

中国妇幼保健#

(+'*

#

(=

$

,@

&!

@-0*B@-0@)

)

'+

*丁玲玲#胡金英#吴慧#等
)

探讨无保护会阴接生技术在自

然分娩中的效果)

T

*

)

医学理论与时间#

(+'*

#

(-

$

''

&!

'*=@B'*=0)

)

''

*阮春华#陈聪
)

常规阴道分娩和无保护会阴自然分娩的临

床对比分析)

T

*

)

医学美学美容#

(+'*

#

(,

$

'+

&!

'=+)

)

'(

*罗抗封#姚娟娟#周玉霞
)

无保护会阴接生技术应用于初

产妇自然分娩的效果观察)

T

*

)

现代诊断与治疗#

(+'@

#

(0

$

'@

&!

,@('B,@(()

)

',

*沈明臻
)

无保护接生法对降低会阴侧切率的影响)

T

*

)

中

国卫生标准管理#

(+'*

#

@

$

=

&!

@@B@0)

)

'*

*何闰
)

控制胎头娩出速度助产法减少产妇会阴裂伤的临

床观察)

T

*

)

河北医药#

(+'*

#

,0

$

',

&!

(+'(B(+',)

)

'@

*零恒莉#潘敏#王巧霜
)

控制胎头娩出及无保护会阴接生

的临床效果分析)

T

*

)

广西医学#

(+'*

#

,0

$

,

&!

,=1B,==)

$收稿日期!

(+'@B'+B((

!!

修回日期!

(+'@B'(B(-

&

!临床探讨!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胆汁酸%肝酶指标与围生儿预后的

关系

龚
!

源"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人民医院妇产科
!

@'1','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53

$孕妇胆汁酸'肝酶指标对围生儿预后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0

月该院妇产科诊治的
/53

孕妇
-+

例为观察组!

0+

例健康孕妇作为对照组&于孕
,*

周抽

取空腹静脉血!检测两组孕妇的总胆汁酸"

&̂ 2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氨酶"

2%&

$'丙氨酸氨基转氨酶"

2"&

$水平&

对围生儿进行观察和随访!比较两组新生儿胎龄'新生儿体质量'羊水粪染程度'新生儿窒息'胎儿宫内窘迫发生情

况&结果
!

观察组孕妇
&̂ 2

'

2%&

'

2"&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根据血清
&̂ 2

'

2"&

'

2%&

水平对观察组孕妇进行分组!结果轻度组
,@

例'中度组
(+

例'重度组
'@

例&中度及重度组发生羊水粪

染'胎儿宫内窘迫的比例均显著高于轻度组及对照组!新生儿体质量'胎龄及
2

6H

89

评分均显著低于轻度组及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53

孕妇胆汁酸'肝酶指标显著升高!对围生儿有明显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

!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

胆汁酸#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氨酶#

!

丙氨酸氨基转氨酶#

!

围生儿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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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2

文章编号$

'0-(B=*@@

"

(+'0

$

'+B'*(+B+,

!!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53

&多发生于妊娠中晚期#是一

种妊娠期特发性并发症#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明了+临床表现以

弥漫性皮肤瘙痒为特征#实验室检查显示胆汁酸及肝酶升

高)

'

*

+由于胆汁酸代谢异常#肝脏功能异常及其他病理机制#

/53

对孕妇及围生儿均有显著的不良影响#有研究指出#

/53

会显著增加胎儿宫内窘迫及早产的发生率#甚至引起胎儿病死

等严重并发症)

(

*

+本研究中作者通过对
-+

例
/53

孕妇及围生

儿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探讨
/53

孕妇胆汁酸,肝酶指标对围生

儿预后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0

月本院妇产科

诊治的
/53

孕妇
-+

例为观察组#年龄
('

!

,-

岁#平均$

(1)'_

*),

&岁%孕周
,*

!

*+

周#平均$

,-)-_()(

&周%其中初产妇
@'

例#经产妇
'=

例%自然分娩
,1

例#剖宫产
,(

例+纳入标准!符

合中华医学会关于
/53

诊断标准)

,

*

!妊娠中,晚期出现皮肤瘙

痒,黄疸等#血清总胆汁酸$

&̂ 2

&升高
%

@

&

:CJ

"

"

#丙氨酸氨

基转氨酶$

2"&

&及天门冬氨酸氨基转氨酶$

2%&

&升高#产后

恢复正常%年龄小于
,1

岁%单胎妊娠%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

准!其他类型胆道及肝脏疾患#恶性肿瘤#急性炎症#结核,病毒

性肝炎等#多胎妊娠#严重心脏及肾脏功能障碍#不能配合研究

者+另选择同期
0+

例健康孕妇作为对照组#年龄
(+

!

,-

岁#

平均$

(-),_*)-

&岁%孕周
,@

!

*+

周#平均$

,1)-_'),

&周%初

产妇
*,

例#经产妇
'-

例%自然分娩
,(

例#剖宫产
(1

例+两组

孕妇在年龄,孕周及孕次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研究

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所有孕妇在本院行孕晚期体检#于孕
,*

周抽取空

腹静脉血#采用贝克曼
"Q(+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两组孕妇

的
&̂ 2

,

2"&

及
2%&

水平#并对患者进行分层#分为轻度组

$

&̂ 2(+

!

,+

&

:CJ

"

"

,

2"&*+

!

'++/?

"

"

,

2%&*+

!

'++

/?

"

"

&,中度组$

&̂ 2

%

,+

!

*+

&

:CJ

"

"

,

2"&

%

'++

!

(++

/?

"

"

,

2%&

%

'++

!

(++/?

"

"

&,重度组$

&̂ 2

%

*+

&

:CJ

"

"

,

2"&

%

(++/?

"

"

,

2%&

%

(++/?

"

"

&+对围生儿观察和随访#

观察和比较两组新生儿胎龄,新生儿体质量,羊水粪染程度,新

生儿窒息,胎儿宫内窘迫等情况+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N_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多组间比

较采用
P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

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孕妇胆汁酸及肝酶指标比较
!

观察组
&̂ 2

,

2%&

,

2"&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根据血清
&̂ 2

,

2"&

,

2%&

水平对观察组孕妇进行分

组#结果轻度组
,@

例,中度组
(+

例,重度组
'@

例+

表
'

!

两组孕妇胆汁酸及肝酶指标比较'

N_H

)

组别
1 &̂ 2

$

&

:CJ

"

"

&

2%&

$

?

"

"

&

2"&

$

?

"

"

&

观察组
-+ (-)(_-)' ,')*_'0)( *()(_'1)'

对照组
0+ ,)'_+)1 1),_()' ',),_,)@

B (0)',0 '+)=0' '()'01

! +)+++ +)+++ +)+++

/)/

!

两组围生儿状况比较
!

组间比较#中度组及重度组发生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V$7O5JD;

!

$8

M

(+'0

!

ZCJ)',

!

!C)'+



新生儿羊水粪染,胎儿宫内窘迫的比例均显著高于轻度组及对

照组#新生儿体质量,胎龄及阿普加评分$

2

6H

89

评分&均显著

低于轻度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围生儿状况比较

组别
1

羊水粪染

)

1

$

A

&*

新生儿窒息

)

1

$

A

&*

体质量

$

N_H

#

P

H

&

胎龄$

N_H

#

O

&

2

6H

89

评分

$

N_H

#分&

胎儿宫内窘迫

)

1

$

A

&*

观察组

!

轻度组
,@ *

$

'')*

&

'

$

()1

&

,)'-0_+)(@* (-0)0_,0)( -),_'), *

$

'')*

&

!

中度组
(+ @

$

(@)+

&

'

$

@)+

&

()-0@_+),*- (@0)-_(=)' 0)*_')1 *

$

(+)+

&

!

重度组
'@ @

$

,,),

&

'

$

0)-

&

()0--_+)(10 (@@),_(1)' @)0_')( @

$

,,),

&

对照组
0+ *

$

0)-

&

'

$

')-

&

,)(,'_+)(*= (-,)1_(-)0 1)*_')@ @

$

1)1

&

,

(

"

P *)0@* ')@*, (-)0@+ ,),++ '=)1'+ *),'(

! +)+,* +)0*( +)+++ +)+(, +)+++ +)+,'

'

!

讨
!!

论

!!

妊娠期
/53

的特征为孕妇中晚期出现血清
&̂ 2

,

2%&

,

2"&

水平升高#皮肤顽固瘙痒及黄疸等#是一种特发性疾病#

临床症状及血清检查于产后迅速恢复正常+其具体的发病机

制尚不明确#以往研究仅提示孕妇肝脏对雌激素或其代谢产物

过度反应可能导致妊娠期
/53

的发生)

*B@

*

+而大量临床研究显

示妊娠期
/53

对孕妇影响极小#但可能对胎儿造成严重的不

良影响)

0

*

+

本研究中#观察组
&̂ 2

,

2%&

,

2"&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
/53

孕妇体内胆汁酸

及主要肝酶水平显著升高#由于
/53

孕妇存在明显的肝细胞

内胆汁淤积#从而导致其血清
&̂ 2

水平显著升高+而
&̂ 2

水

平升高会导致肝细胞损伤#导致
2"&

及
2%&

异常释放)

-

*

#使

血清
2"&

及
2%&

明显升高#其中
2"&

在病变早期即出现升

高#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1B=

*

+而
2%&

则于病变后期出现#敏感

性稍低#与细胞膜及线粒体膜的保护作用有关+本研究根据血

清
&̂ 2

,

2"&

,

2%&

水平对
/53

孕妇进行分层#轻度
,@

例,中

度
(+

例,重度
'@

例+有研究认为#

&̂ 2

,

2"&

,

2%&

水平的高

低与
/53

孕妇肝脏损伤明显相关#且
&̂ 2

水平与
2"&

及

2%&

呈正性相关+

/53

孕妇体内胆汁酸水平升高对胎儿的不良影响通过对

胎盘的作用和对胎儿直接作用而发生+当胆汁酸水平升高超

过母体及胎盘的代偿功能时#高水平的胆汁酸会直接损伤胎盘

细胞#影响其正常生理功能#从而影响胎盘内物质转运,合成和

排泄功能)

'+B''

*

+高水平胆汁酸还会导致胎盘绒毛表面的小血

管痉挛#引起通过胎盘的血流量降低#导致胎儿供血,供氧量降

低#长期慢性缺氧状态则会明显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而严重

的缺血缺氧会导致胎儿功能窘迫#导致严重的临床后果)

'(B'*

*

+

本研究中#

/53

孕妇中度组及重度组发生羊水粪染,胎儿宫内

窘迫的比例均显著高于轻度组及对照组#新生儿体质量,胎龄

及
2

6H

89

评分均显著低于轻度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提示
/53

孕妇体内胆汁酸水平升高对胎儿具

有不良影响+长期慢性缺氧状态会影响胎儿组织器官发育成

熟#肝脏功能不全会导致早产儿出现颅内出血#肺脏功能不全

则会导致新生儿肺部透明膜病)

'@B'0

*

+而通过对
/53

孕妇进行

分层分析#发现中度及重度
/53

孕妇围生儿并发症的发生率

明显升高#提示
&̂ 2

,

2"&

及
2%&

水平的升高程度与围生儿

预后存在相关性+

综上所述#

/53

会导致孕妇体内胆汁酸水平升高#引起肝

细胞损伤#从而导致
2"&

及
2%&

等肝酶指标升高#而胆汁酸

通过对胎盘作用及对胎儿的直接损伤#会导致胎儿长期慢性缺

氧,组织器官发育不良等#使早产儿发病率升高#围生期并发症

增多#应该早期积极干预#改善围生儿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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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鸡蛋内膜联合氧气治疗压疮的临床观察

郎婉丽"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鸡蛋内膜联合氧气治疗压疮的临床效果&方法
!

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神

经内科'心内科及神经外科收治的
%!)

期压疮患者随机分成两组!观察组
(=

例"

,-

处压疮$'对照组
(1

例"

,*

处

压疮$!分别采用鸡蛋内膜联合氧气和常规疗法!对比治疗效果&结果
!

观察组
,

周
%

期压疮治愈率为
1=)*-A

'

(!)

期为
--)-1A

!对照组
%

期治愈率为
'0)0-A

'

(!)

期为
'()@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鸡

蛋内膜联合氧气治疗压疮临床效果显著!方法简单'易行!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

压疮#

!

鸡蛋内膜#

!

氧气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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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2

文章编号$

'0-(B=*@@

"

(+'0

$

'+B'*((B+(

!!

压疮是由于皮肤和皮下组织长时间受压#血液循环不良#

以致受压局部缺血而溃烂甚至坏死而形成的)

'

*

+美国国家压

疮顾问小组将压疮定义为皮肤或皮下组织由于压力,复合剪切

力或摩擦力作用而发生在骨隆突处的局限性损伤)

(

*

+通常位

于骨突出部位#如肩胛骨突处,骶尾骨处,股骨大粗隆处等+一

旦发生压疮#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创面会慢慢扩大#引起

继发感染#甚至危及生命+本研究采用鸡蛋内膜联合氧气治疗

压疮#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神经

内科,心内科及神经外科收治的
%!)

期压疮患者
@-

例$压疮

-'

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11

岁%病程
'

!

0O

%

原发疾病为糖尿病
(@

例,偏瘫
(,

例,心衰
=

例%压疮面积$

+)@

N: '̀)+N:

&

!

$

,)@N: @̀)+N:

&%压疮部位!骶尾部
,+

例#髋

部
*=

例#足跟
'(

例#肩胛部
1

例#耳廓
'

例#颈部
'

例%

%

期

$真皮层部分缺损&

,0

处#

(

期$全层皮肤缺损&及
)

期$组织全

层缺损&共
,@

处+将
@-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

例$

,-

处

压疮&,对照组
(1

例$

,*

处压疮&+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基

础疾病,营养状况,压疮部位,分期,压疮面积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对照组
!

清洁换药!$

'

&针对
%

期压疮#仅使用无菌注

射器抽出泡内液体#

&U3

灯照射每日
'

次%$

(

&针对
(!)

期

压疮#解除压迫,清洁疮面#并去除疮面内的坏死组织+用生理

盐水冲洗#康复新液涂予疮面#每日换药
'

次+

$)/)/

!

观察组
!

清洁换药联合氧疗!$

'

&针对
%

期压疮#无菌

注射器抽出泡内液体#鸡蛋内膜$范围超过疮面
')(N:

&涂于

创面%氧气流距离创面
0N:

#氧流量
@

!

1"

#持续吹
@

!

'+

:D;

#

(

!

,O'

次+$

(

&对于
(!)

期压疮#解除压迫#清洁疮

面#去除疮面内的坏死组织#生理盐水冲洗后#无菌纱布蘸去多

余水分#保持疮面干燥+用鸡蛋内膜$范围超过疮面
')(N:

&

涂于创面%氧气流距离创面
0N:

#氧流量
@

!

1"

#持续吹
@

!

'+

:D;

#用无菌纱布包扎#

(

!

,O

换药
'

次#分泌物多时#可每日换

药
'

次+

$)'

!

疗效判断
!

治愈!新鲜肉芽组织全部长出#溃疡面全部愈

合%好转!渗出液减少#长出部分新生肉芽组织#溃疡面积缩

小
&

'

"

,

%无效!治疗前溃疡面无明显变化#溃疡面积缩小
$

'

"

,

或扩大+有效率
<

治愈率
g

好转率#治愈率
<

治愈人数"出院

人数
'̀++A

#好转率
<

好转人数"出院人数
'̀++A

)

,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1)+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

分析#计量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观察组治愈率及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

$

+)+@

&%观察组治愈时间也少于对照组#提示采用鸡蛋

内膜联合氧气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见表
'

,

(

+

表
'

!

两组疗效对比

组别
1

%

期

治愈$

1

& 好转$

1

& 无效$

1

& 治愈率$

A

&有效率$

A

&

(!)

期

治愈$

1

& 好转$

1

& 无效$

1

& 治愈率$

A

&有效率$

A

&

观察组
,- '- ( + 1=)*- '++)++ '* , ' --)-1 =*)**

对照组
,* , = 0 '0)0- 00)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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