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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宫角胎盘植入的临床治疗分析

杨
!

琼!黄
!

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重庆
A###$,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子宫角胎盘植入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法$方法
!

回顾性分析
)#"2

年
"

月至
)#",

年
A

月

该院妇产科收治的
2

例子宫角部胎盘植入的临床资料$结果
!

$

例经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联合超声引导下清

宫术!平均住院天数
A;$J

!好转出院%

"

例经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住院
2J

后好转出院%

"

例经剖宫取胎!住院

<J

后好转出院%

"

例经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超声导视下清宫术(剖宫取胎盘术(子宫病灶切除术(腹部伤口二

期缝合术等治疗!住院共计
A#J

后好转出院$结论
!

子宫角胎盘植入治疗首选经导管子宫动脉栓塞术联合清

宫术!对子宫角肌层缺失者可首选经腹剖宫取胎盘术$

关键词"胎盘植入%

!

子宫动脉栓塞术%

!

清宫术

中图法分类号"

@,"A;A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A<<

"

)#"%

#

#%*""<$*#$

!!

胎盘植入是指胎盘绒毛不同程度侵入子宫肌层(

依据胎盘植入子宫肌层深度#是否侵入子宫毗邻器官

分为胎盘粘连'胎盘植入#以及穿透性胎盘植入*

"*)

+

(

近年来#其发生率已高达
"

"

<$$

#较前升高
)#

倍*

"

+

(

已经成为导致产后出血'围生期紧急子宫切除和孕产

妇死亡的重要原因#是产科医师必须面临的临床问

题*

$*A

+

(胎盘植入多数发生在子宫原本存在瘢痕部

位#如剖宫产瘢痕处'子宫肌瘤挖除瘢痕处(临床上

有一类植入类型#植入部位为子宫角部#其治疗方案

有别于其他植入类型(本文对本院
)#"2

年
"

月至

)#",

年
A

月收治的
2

例子宫角部胎盘植入的患者临

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该类患者的最佳

治疗方法#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2

年
"

月至
)#",

年
A

月#本院共

收治子宫角部胎盘植入患者
2

例#诊断标准依据超声

诊断'术中所见和$或%术后病理诊断(患者年龄
)#

)

$<

岁#中位年龄
),;%

岁(其中初产妇
"

例#经产妇
<

例$

"

例有中孕剖宫取胎史%&

$

例有
"

次人工流产史#

"

例有
A

次人工流产史(

A

例患者因顺产后胎盘不能

剥离转入本院$其中
"

例伴产后出血%#

"

例为中孕门

诊产检发现胎盘植入子宫角并胎儿足内翻畸形收入

院引产#

"

例剖宫产术中发现胎盘植入子宫角转入本

院(临床表现!

2

例患者孕期均无特殊情况#

A

例表现

为顺产后胎盘滞留#予以促宫缩药物'人工剥离等未

能娩出胎盘#考虑胎盘植入#其中
"

例并发产后出血&

"

例剖宫产术中发现胎盘植入右侧子宫角#强行人工

剥离后子宫角局部肌层薄弱#给予促宫缩'缝扎子宫

角'宫腔填塞纱条后转入本院&

"

例于本院门诊产检发

现穿透性胎盘植入右侧子宫角#孕妇要求终止妊娠入

院#入院后行剖宫取胎术#术中再次明确诊断(

$;/

!

方法
!

A

例顺产后转入本院患者均行经导管双

侧子宫动脉栓塞术联合超声导视下清宫术(具体方

法!局部麻醉下经患者右侧经股动脉穿刺#成功后置

入血管鞘#将造影导管插入#造影后确定血管路径#确

定预栓塞血管后注入明胶海绵颗粒栓塞#再次行数字

减影血管造影术证实栓塞成功#退出造影导管#保留

血管鞘#无菌敷料包扎#

)AD

内在超声导视下行清宫

钳夹术#术后出血不多则拔出血管鞘#穿刺点压迫器

压迫
2D

(

/

!

结
!!

果

/;$

!

超声表现
!

A

例顺产后转入本院患者#治疗前均

行经腹联合经阴道彩超检查#发现患侧子宫角向外隆

起#内见大小不等的不均质块影充填#界限不清#包块

内见点彩样或细条样血流信号#周边见丰富血流信

号#子宫角肌层变薄#最薄处均小于
$;#II

#其中
)

例仅见浆膜层#见图
"

(

"

例中孕剖宫取胎患者术前

超声提示!胎盘附着于右侧子宫角处#子宫角处部分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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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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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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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层消失#仅见浆膜层(

"

例剖宫术后转入本院患者

为术中诊断#术后超声未见胎盘(

图
"

!!

超声检查

/;/

!

治疗结果
!

其中
$

例成功取出胎盘#术中出血

量少#

"

例胎盘未能经阴道取出#出血量超过
$##I'

#

随即在全身麻醉下行剖宫取胎盘术联合宫腔水囊填

塞术#见图
)

'

$

#术后该患者并发子宫角部位坏死及感

染#术后
",J

在全身麻醉下行子宫角切除整形术联合

盆腔粘连松解术#彻底清除子宫感染'坏死病灶#

",J

后因伤口愈合不良#行腹部伤口二期缝合术#

AJ

后好

转出院(

"

例中孕患者#行剖宫取胎术#术中以止血带

捆扎子宫下段#阻断子宫血供#人工剥离胎盘后#切除

薄弱子宫角部分#缝扎好后再松止血带#手术顺利#术

后
$J

好转出院(

"

例剖宫产术后患者行子宫动脉栓

塞#术后顺利取出宫腔纱条#未再发生产后出血(

/;'

!

疗效评价
!

A

例顺产患者中
$

例患者经双侧子

宫动脉栓塞术联合超声导视下清宫术#治疗有效#好

转出院#平均住院
A;$J

&

"

例经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

住院
2J

#好转(

"

例经剖宫取胎#住院
<J

#好转(

"

例经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超声导视下清宫术'剖宫

取胎盘术'子宫病损切除术'腹部伤口二期缝合术等

治疗#住院共计
A#J

#好转(

图
)

!

术前子宫角形态
!!!

图
$

!

剖宫取胎盘术后

'

!

讨
!!

论

!!

胎盘种植异常多因流产'多次刮宫或继发性宫腔

感染造成子宫内膜受损#使部分或全部底蜕膜缺失或

原发性蜕膜发育不全#使胎盘种植于肌层(根据种植

的深度可分为粘连性胎盘'植入性胎盘和穿透性胎

盘*

<

+

(胎盘植入诊断主要依据高危因素'症状'体征

及辅助检查(但胎盘植入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在

分娩前较为少见#因此胎盘植入的分娩前诊断主要依

靠临床高危因素结合彩色多普勒超声和$或%

Q@(

征

象#最终确诊需要根据术中或分娩时所见或分娩后的

病理学诊断*

2

+

(

对于胎盘植入的处理#

+&̀ \

的专家共识指出#

建议不要试图剥离胎盘以免导致大量出血#主张连同

子宫切除*

,

+

(

)#"<

年我国的,胎盘植入诊治指南-指

出#在充分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胎盘可以原位保留#严

密监测#必要时切除子宫&也可以直接行子宫切除*

%

+

(

子宫角部胎盘植入是胎盘植入里面较为特殊的一种

类型#目前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经验较少(其特殊在

于#因子宫角与附件相连#血供丰富#部分血供来源于

卵巢动脉分支&此外#子宫角部分肌层薄弱#胎盘自然

排出更为困难#即便剥离也易导致收缩乏力#出血较

多#人为剥离胎盘还可导致子宫穿孔破裂(因此#临

床结局视子宫角部肌层厚度有所不同(本文中
A

例

经导管子宫动脉栓塞术联合超声导视下清宫术处理#

成功
$

例#失败
"

例#后经开腹手术证实为穿透性胎

盘植入子宫角#对比其胎盘植入深度及孕产次不同#

手术失败者既往有孕产史'此次胎盘植入子宫角呈穿

透性#子宫角处仅剩浆膜层#无肌层组织#无法钳夹出

胎盘#最终采用开腹手术取出胎盘#而植入部位'深

度'孕产次类似的中孕患者#采用剖宫取胎术#术中剥

离胎盘后#修剪重塑子宫角#手术成功#患者以较小的

创伤#更短的住院日出院#对于足月剖宫产亦可同样

处理(可见#子宫角肌层厚度不同#采用同样的方法

处理得到的结果也不同(有文献报道#对于术中发现

的胎盘植入#可予甲氨蝶呤保守治疗#但对于子宫角

肌层缺失者#最终仍需进行二次开腹剖宫取胎盘术治

疗*

=

+

(对于经阴道取胎盘失败或肌层完全消失的患

者#建议直接剖宫取胎盘#术中同时对子宫角部位的

薄弱组织做适当修剪整形(

目前#子宫动脉栓塞术是保守治疗产后大出血的

有效方法#通过阻断子宫大部分血供后再行清宫术#

不仅能减少术中出血和保留子宫#术后还能使产妇恢

复月经并有可能保留生育功能(对于胎盘植入子宫

角#子宫肌层有一定厚度者#产前一般很难诊断子宫

角胎盘植入#易漏诊也易误诊#对该类患者#经阴道顺

产后不必急于开腹取胎盘#可尝试介入后或以介入做

后盾的情况下尝试经阴道钳夹胎盘组织(本组病例

中
A

例有
$

例成功(

综上所述#对于产前已诊断胎盘植入子宫角者#

建议行剖宫产术#术中人工剥离胎盘后#据情况对子

宫角部位的薄弱组织可做适当修剪整形(对于产前

未诊断者#已经阴道分娩#子宫角肌层有一定厚度者#

可首选经导管子宫动脉栓塞术联合清宫术&子宫角肌

层缺失者#可首选经腹剖宫取胎盘术(当然#尚需积

累更大样本量'甚至通过多中心临床研究来进一步制

订该类患者的合理治疗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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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P3@\(O!Wb Q

#

P(77+@_a^;+.F-9I/4

:

4/51F8/8C-F

!

8L1F8

66

1/9/F/4

6

0C0

*

a

+

;+Ia .̀0818\

6

F1*

5-4

#

)##<

#

"=)

$

<

%!

"A<%*"A2";

*

)

+ 陈敦金#苏春宏
;

胎盘植入*

Q

+

;

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

)#"$

!

);

*

$

+

W+!!3Q \ +;+'S+P@+O(+ W;Q/819F/4/FJF1-*

F/8/4-H85-I10-E

:

4/51F8/

:

91GC//FJ

:

4/51F8//11918/

!

8D911

6

1/90-E1T

:

19C1F51LC8D/8L-5-F0H48/F8/

::

9-/5D

*

a

+

;(F8aX-I1F0P1/48D

#

)#"$

$

<

%!

%#$*%"#;

*

A

+

QPb@3aQ

#

!P('W@̂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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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前清蛋白联合人附睾上皮分泌蛋白
A

检测在卵巢

良恶性疾病鉴别中的应用价值

王西田

"陕西省宝鸡市康复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前清蛋白"

Y+

#联合人附睾分泌蛋白
A

"

P3A

#检测在卵巢良恶性疾病鉴别中的应用

价值$方法
!

选取该院
)#"A

年
"

月至
)#",

年
"

月卵巢疾病患者
%#

例!其中卵巢良性疾病者
$)

例"甲组#(卵

巢恶性肿瘤疾病者
)%

例"乙组#!另选取同期来院检查的健康人群
$#

例作为对照组$检查各组血清
Y+

(

P3A

水平!并加以比较$比较与分析单独检测及联合检测
Y+

(

P3A

的特异度(敏感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

测值$结果
!

乙组患者
P3A

水平为"

")2;<)g));2$

#

:

I-4

'

'

!明显高于甲组的"

$);2$g");%=

#

:

I-4

'

'

(对照

组的"

)";$2g2;)<

#

:

I-4

'

'

"

CZ)#;#<

(

)A;A%

!

!Z#;##

(

#;##

#%甲组
P3A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CZA;$$

!

!Z#;##

#$乙组患者
Y+

水平为"

"%<;2$g<2;=)

#

I

?

'

'

!明显低于甲组的"

)$);$2gA<;,)

#

I

?

'

'

(对照组"

)A=;,2g<,;%"

#

I

?

'

'

"

CZ$;<)

(

A;)<

!

!Z#;##

(

#;##

#%甲组
Y+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CZ";$"

!

!Z#;"=

#$联合检测
Y+

(

P3A

特异度(敏感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明显优于单

独检测
Y+

(

P3A

"

!

%

#;#<

#%单独检测
Y+

与单独检测
P3A

的特异度(敏感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

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联合检测
Y+

(

P3A

对临床诊断及鉴别卵巢良恶性疾病具有重

要价值!且单独检测
P3A

对临床诊断良恶性卵巢疾病有较大优势$

关键词"前清蛋白%

!

人附睾分泌蛋白
A

%

!

卵巢良恶性疾病%

!

诊断%

!

鉴别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A<<

"

)#"%

#

#%*""<<*#$

!!

女性各年龄阶段均可发生盆腔包块#且该疾病临

床诊断及处理均较困难#尽管多数盆腔包块为良性病

变#但排除恶性肿瘤仍是盆腔包块诊断'评估的主要

目的*

"

+

(卵巢癌是女性生殖系统疾病中常见的恶性

肿瘤#该病具有高发病率及预后差的特点*

)

+

(因人体

卵巢解剖位置深居盆腔#且卵巢癌临床缺乏典型症状

及有效筛查手段#绝大多数患者诊断时已处晚期阶

段#此时患者预后较差#

*

期患者
<

年生存率大于

=#>

#但早期获得诊断者不足
)#>

#而晚期卵巢癌患

者
<

年生存率约
$#;#>

)

<<;#>

*

$

+

(所以早期诊断

卵巢癌对临床治疗方案选择及其预后改善具有关键

作用(血清肿瘤标记物检测因无创且可重复#因此易

被患者接受#且在监测患者疾病复发'疗效等方面均

有重要作用*

A

+

(人附睾分泌蛋白
A

$

P3A

%是一种最具

潜能的卵巢癌肿瘤标记物#且其不受激素治疗及月经

周期的影响*

<

+

(血清前清蛋白$

Y+

%具有重要的生物

活性#在恶性肿瘤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

2

+

(本文探讨

Y+

'

P3A

检测用于临床诊断卵巢良恶性肿瘤的价值#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A

年
"

月至
)#"2

年
2

月卵巢疾病患者
2#

例#其中卵巢良性疾病者
$)

例

$甲组%'卵巢恶性肿瘤疾病者
)%

例$乙组%#本次入选

者术前均未行任何放化疗'术前完善相关检查#排除

其他疾病影响&年龄
$)

)

2<

岁#平均$

A2;=g<;)

%岁(

另选取同期来本院检查的健康女性
$#

例作为对照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Q1J&4CF

!

+

:

9C4)#"%

!

R-4;"<

!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