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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水平高于轻度子痫前期患者和正常妊娠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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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子痫前期患者不良妊娠结局总发生率高于轻度子

痫前期患者"

!

$

)()0

$&结论
!

ABCD

!

'

%

,YCD'

%

%

:C?;D'

参与了子痫前期的发生%发展!

&

种血清标志物联合检测可有效反映患者

病情进展程度!可为判断患者预后提供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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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痫前期是孕妇常见的疾病之一#对孕妇及新生儿健康有

着很大的影响#如未能及时诊治#有可能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子痫前期发病机制十分复杂#目前尚未完全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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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显

示#子痫前期发病可能是由于孕妇体内滋养细胞功能异常并发

生分化#子宫内螺旋动脉的生理过程出现障碍#血管内皮细胞

受损#使胎盘绒毛出现浅着床的情况#进而导致胎盘缺血*缺

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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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研究表明#血清转化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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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参与了子痫前期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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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了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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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在子痫前期患者中的临床意

义+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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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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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F

年
&

月至
%)'0

年
&

月于本院确诊的子

痫前期患者
'))

例#其中重度子痫前期
0)

例#轻度子痫前期

0)

例+纳入标准!符合,妇产科学$第
3

版&-诊断标准%无其他

内科合并症%凝血功能正常%单胎妊娠'

0

)

+排除标准!合并妇科

感染性疾病%合并甲状腺功能亢进者%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其

他疾病+同期于本院分娩的
0)

例正常妊娠产妇纳入对照组+

重度子痫前期产妇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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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岁#平均$

%R(*0b0(F*

&岁#生

产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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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平均$

'('3b)(&)

&次+轻度子痫前期产妇年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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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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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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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生产次数
'

#

F

次#平均$

'(%)b)(%R

&次+本研究经

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所有受试对象了解本研究内

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各研究组产妇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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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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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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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试对象在入院后次日采集晨起空腹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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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检测+各指标检测均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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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购自深圳晶美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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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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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购自上海研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有受试

对象于分娩后#在无菌条件下#采集胎盘母体面中央的
%

块胎

盘组织#对组织标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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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吸光度比值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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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购自上海华舜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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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检测试剂购自北京中山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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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成像分析系统+比较各研究组各指标检测结果#

同时比较轻度及重度子痫前期患者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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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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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和分析+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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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多组

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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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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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轻度子痫

前期组和对照组#轻度子痫前期组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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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研究胎盘组织
,YCD'

%

相对吸光度比值比较
!

重度子

痫前期组*轻度子痫前期组*对照组胎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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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吸

光度比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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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吸光度比值逐渐降低#且各研究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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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研究组胎盘组织
:C?;D'"+67

和蛋白水平比较
!

重

度子痫前期组胎盘组织
:C?;D'"+67

和蛋白水平均高于轻度

子痫前期组和对照组#轻度子痫前期组高于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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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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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研究组胎盘组织
:C?;D'"+67

和蛋白

!!!

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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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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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及重度子痫前期患者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比较
!

重度子痫前期组不良妊娠结局总发生率高于轻度子痫前期患

者#但各种不良妊娠结局中#仅产后出血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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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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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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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及重度子痫前期患者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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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在妊娠进展过程中#母体和胎盘界面的血管网络可发生一

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和胎盘的发育有着极大的相关性#例如滋

养细胞浸润子宫蜕膜和更深层的组织*新生血管发育等+其中

滋养细胞的浸润起着重要作用#若滋养细胞浸润程度不理想#

可导致多种妊娠相关合并症+特别是在子痫前期患者中#滋养

细胞的浸润有可能受到多种血清因子的影响#导致不良妊娠结

局的发生+此外#子痫前期患者易发生机体缺氧#进而导致胎

盘组织局部缺氧#形成胎盘浅着床的情况#影响胎儿正常生长*

发育+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已证实子痫发病与滋养细胞

缺血*缺氧等情况有很大的相关性'

*D3

)

+而在子痫前期患者中#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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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YC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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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参与了滋养细胞浸润及缺氧

情况的发生+

ABCD

!

'

及其受体属于多功能的细胞生长增值调节肽#对

胎盘的成长和分化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RDE

)

+

ABCD

!

'

主要通

过以下几种途径参与子痫前期的发病过程!$

'

&通过与受体的

结合使滋养细胞分化为合体滋养细胞#而合体滋养细胞没有浸

润功能%$

%

&抑制浸润性滋养细胞内的血管黏附分子活性#从而

减少滋养细胞的浸润%$

&

&抑制滋养细胞向浸润性细胞的分化#

使之分化为合体滋养细胞%$

F

&增加滋养细胞表面整合素的表

达#使滋养细胞的浸润能力降低%$

0

&降低滋养细胞的分化能

力#导致胎盘浅着床+子痫前期的临床症状以血压增高及大量

的蛋白尿为主#轻度子痫前期患者偶尔伴有上腹部不适感#而

重度子痫前期患者可出现长期的恶心呕吐及头痛症状#甚至可

出现血小板减少及部分代谢酶生成增多#进而影响其他脏器*

系统的正常功能'

')D''

)

+因此#子痫前期患者病情越重#

ABCD

!

'

水平越高+本研究亦证实#重度子痫前期患者
ABCD

!

'

水平明

显高于轻度子痫前期患者及正常妊娠孕妇$

!

$

)()0

&+

,YCD'

%

属于一种在缺氧状态下发挥生物活性的转录因

子#具有一定的特异性+缺氧可诱导细胞产生
,YCD'

%

及其各

种受体和生成素#并形成一种靶基因导致相应的蛋白产物的形

成+这些蛋白产物在血管发生及调节功能方面具有重要的作

用#参与调节子痫前期患者对缺氧的耐受性和适应性+有研究

显示#子痫前期患者滋养细胞的浸润能力和胎盘局部的含氧量

密切相关#而含氧量降低可诱发多种不良妊娠结局'

'%D'&

)

+

,YCD'

%

表达水平升高#提示患者机体可能处于缺氧状态#尤其

是在患者的胎盘局部组织中#由于氧含量降低#抑制了滋养细

胞对子宫内膜的浸润#从而导致子痫前期的发生+本研究结果

显示#子痫前期患者病情越重#

,YCD'

%

表达水平越高#也更易

导致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由此可见#

,YCD'

%

参与了子痫前

期的发生*发展#

,YCD'

%

水平能够反映患者的病情进展程度+

:C?;D'

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跨膜受体中的一种剪接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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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有一定的竞争性作用#可阻断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的生物学效应#从而使血管的生长受阻+子痫前期

患者因胎盘处于缺氧状态#导致
:C?;D'

水平升高'

'FD'0

)

+本研究

亦发现#重度子痫前期患者血清
:C?;D'

水平高于轻度子痫前期

患者#且重度子痫前期患者胎盘组织
:C?;D'"+67

和蛋白也

呈高水平表达+子痫前期患者病情越重#越易发生不良妊娠结

局+本研究结果显示#重度子痫前期患者产后出血*早产*胎儿

窘迫等情况的发生率较高+

综上所述#

ABCD

!

'

*

,YCD'

%

*

:C?;D'

与子痫前期的发生*发

展密切相关#

&

种血清标志物联合检测可有效反映患者病情进

展程度#为判断患者预后提提供可靠的临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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