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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脐动脉血气分析及
-

@M

DA

评分在新生儿窒息评估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刘
!

斌!曹文文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脐动脉血气分析及
-

@M

DA

评分在新生儿窒息评估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7

月至

."!+

年
7

月收治的单胎足月孕妇
$"

例!分为新生儿窒息组"

0_#"

#和新生儿正常组"

0_#"

#!对
.

组孕妇的新生儿脐动脉血气分

析及
-

@M

DA

评分$不同脐动脉
@

'

值新生儿的临床表现进行比较%结果
!

新生儿窒息组重度窒息新生儿的脐动脉
@

'

值$

-

@M

DA

评分均显著低于轻度窒息新生儿"

$

$

"5"7

#!脐动脉血收缩末期峰值"

P

#(舒张末期峰值"

Z

#值显著高于轻度窒息新生儿"

$

$

"5"7

#&重度$轻度窒息新生儿的脐动脉
@

'

值$

-

@M

DA

评分均显著低于正常新生儿组"

$

$

"5"7

#!脐动脉
P

(

Z

值均显著高于新生儿

正常组"

$

$

"5"7

#%

@

'

$

,5."

新生儿的窒息$羊水浑浊$脏器损伤发生率均显著高于
@

'

值
,5.!

#$

,5.7

$

@

'

'

,5.7

的新生儿

"

$

$

"5"7

#!而
@

'

值
,5.!

#$

,5.7

新生儿的窒息$羊水浑浊$脏器损伤发生率又均显著高于
@

'

'

,5.7

的新生儿"

$

$

"5"7

#%结

论
!

脐动脉血气分析及
-

@M

DA

评分在新生儿窒息评估中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脐动脉血气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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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评分&

!

新生儿窒息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77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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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窒息会造成患儿永久性神经损伤#降低窒息新生儿

致残率#关键是对其窒息程度进行早期*及时*准确的评估(

!

)

'

目前临床普遍认为(

.

)

#应将脐动脉血气分析及脏器损伤指标增

加至低
-

@M

DA

评分的新生儿检测项目中#为进一步明确诊断

提供更多依据'本研究探讨脐动脉血气分析及
-

@M

DA

评分在

新生儿窒息评估中的临床应用价值#分析两者联合是否能将有

效依据提供给临床从而评估新生儿窒息'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选取该院
."!#

年
7

月至
."!+

年
7

月收治的

单胎足月孕妇
$"

例#所有孕妇均知情同意'依据所产新生儿

症状将孕妇的新生儿分为新生儿窒息组$

0_#"

%和新生儿正常

组$

0_#"

%'新生儿窒息组孕妇年龄
.!

#

2$

岁#平均年龄

$

./5#8#5,

%岁&孕周
2+

#

#"

周#平均孕周$

2$5#8!5#

%周&产

次
!

#

.

次#平均产次$

!578"57

%次&新生儿窒息程度!轻度
."

例#重度
."

例'新生儿正常组孕妇年龄
..

#

2$

岁#平均年龄

$

2"5.8#57

%岁&孕周
2,

#

#"

周#平均孕周$

2$5$8!52

%周&产

次
!

#

.

次#平均产次$

!5+8"5#

%次'

.

组孕妇的年龄*孕周等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7

%#具有可比性'

$5/

!

方法
!

产前对
.

组孕妇进行
[

超检查#计算脐动脉血收

缩末期峰值$

P

%"舒张末期峰值$

Z

%'

.

组孕妇均顺利娩出胎

儿#娩出后第一时间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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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评分#同时利用止血钳对胎儿

脐带进行钳夹#然后将胎儿脐动脉血抽取出来#采用肝素化注

射器排尽空气#血气分析时间控制在
2"9EF

内#对脐动脉血

@

'

值进行检测'

$5'

!

评价标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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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主要评估新生儿
7

项生命体征#

即脉搏*对刺激反应*呼吸*肌张力*肤色等#

"

#

2

分*

#

#

,

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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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别为重度*轻度*正常(

2

)

'脐动脉血气分析异常为

脐动脉
P

"

Z

值在
2

分以上(

#

)

'同时#对
.

组孕妇不同脐动脉

@

'

值新生儿的临床表现进行比较'

$5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3PP."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组孕妇不同脐动脉
@

'

值新生儿的临床表现等计数资料以率

$

6

%表示#使用
!

. 检验#

.

组孕妇的新生儿脐动脉血气分析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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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等计量资料以
E8"

表示#应用
:

检验#

$

$

"5"7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5$

!

.

组孕妇的一般资料结果比较
!

.

组孕妇的年龄*孕周等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7

%'见表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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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孕妇的新生儿脐动脉血气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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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结果比

较
!

新生儿窒息组重度窒息新生儿的脐动脉
@

'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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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评

分均显著低于轻度窒息新生儿$

$

$

"5"7

%#脐动脉
P

"

Z

值显著

高于轻度窒息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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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重度*轻度窒息新生儿的脐

动脉
@

'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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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评分均显著低于正常新生儿组$

$

$

"5"7

%#

脐动脉
P

"

Z

值均显著高于新生儿正常组$

$

$

"5"7

%'见表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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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孕妇不同脐动脉
@

'

值新生儿的临床症状结果比

较
!

$"

例新生儿中#窒息
2

例#羊水浑浊
!7

例#脏器损伤
2

例#

分别占总例数的
25$6

*

!$5$6

*

25$6

#其中
@

'

$

,5."

新生儿

的窒息*羊水浑浊*脏器损伤发生率均显著高于
@

'

值
,5.!

#

$

,5.7

*

@

'

'

,5.7

的新生儿$

$

$

"5"7

%#而
@

'

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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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新生儿的窒息*羊水浑浊*脏器损伤发生率又均显著高于

@

'

'

,5.7

的新生儿$

$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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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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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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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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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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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孕妇的一般资料结果比较$

E8"

%

组别 例数$

0

% 年龄$岁% 孕周$周% 产次$次%

窒息程度(

0

$

6

%)

轻度 重度

新生儿窒息组
#" ./5#8#5, 2$5#8!5# !578"57 ."

$

7"5"

%

."

$

7"5"

%

新生儿正常组
#" 2"5.8#57 2$5$8!52 !5+8"5# d d

!!

注!/

!

0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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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孕妇的新生儿脐动脉血气分析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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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评分结果比较$

E8"

%

组别 例数$

0

% 类别
脐动脉血气分析

@

'

值
P

"

Z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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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评分$分%

新生儿窒息组
#"

重度
,5"28"5"7

+"

#57!8"577

+"

.5.28"5$2

+"

轻度
,5!!8"5"7

"

25,!8"52,

"

+5.28"5$!

"

新生儿正常组
#" ,5.#8"5", .52!8"52#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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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同组轻度窒息新生儿比较#

+

$

$

"5"7

&与新生儿正常组比较#

"

$

$

"5"7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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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孕妇不同脐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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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新生儿的

!!!

临床症状结果比较#

0

$

6

%&

类别 例数$

0

% 窒息 羊水浑浊 脏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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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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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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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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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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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5.7 !.

!

$

$52

%

"

#

$

2252

%

"

!

$

$5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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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 +" !

$

!5,

%

+

+

$

!"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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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计
$" 2

$

25$

%

!7

$

!$5$

%

2

$

25$

%

!!

注!与
@

',5.!

#$

,5.7

新生儿比较#

+

$

$

"5"7

&与
@

'

'

,5.7

新

生儿比较#

"

$

$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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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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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碱平衡会在宫内缺氧缺血的情况下发生紊乱#进而引发

新生儿窒息#对新生儿的健康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7

)

'

-

@M

DA

评分通过脉搏*刺激反应*呼吸等进行评价#目前新生儿窒息评

估是国内采用的重要标准(

+

)

'但美国产科学会指出#新生儿窒

息评估中#

-

@M

DA

评分不能作为金标准#该量表主要反映抑制

表现#

-

@M

DA

评分会受很多因素影响而降低#如早产儿也具有

较低的
-

@M

DA

评分#但并不属于新生儿窒息(

,

)

'此外#先天畸

形的新生儿也具有较低的
-

@M

DA

评分#因此临床在诊断新生

儿窒息中并不能单纯依赖
-

@M

DA

评分'评估胎儿在母体内的

酸碱状况及血氧状态#脐动脉血气分析是最可靠的指标#早期

判断新生儿窒息#临床已经将其作为重要的检查手段(

$

)

'正常

状态下胎儿体内具有较为协调的酸碱状况和较为稳定的血流

动力学#通常情况下
@

'

值在
,5."

以上#缺氧窒息发生时#为

使重要器官血样供应得到有效保证#血流动力学会随之发生改

变#器官在持续改变的情况下进一步缺氧#进而受到损伤#因此

机体就具有较低的
@

'

值(

/

)

'脐动脉血
@

'

值反映酸碱状态#

有学者研究了其和新生儿窒息的关系#发现和正常新生儿比

较#窒息新生儿具有较低的动脉血
@

'

值#其中和轻度窒息新

生儿比较#重度窒息新生儿具有更低的动脉血
@

'

值(

!"

)

'脐

动脉
P

"

Z

值反映血流动力学#如果其值在
2

分以上#说明胎儿

可能存在异常#需给予及时有效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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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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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具有

极为显著的临床实际效果#但具有主观性#而脐动脉血气分析

具有客观性#将两者有机结合能更科学*合理地提供新生儿窒

息的诊断(

!.

)

'本研究结果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脐动脉血气分析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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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在新生儿窒息

评估中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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