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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孕周胎儿肝脏长度&面积与胎儿出生体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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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不同孕周胎儿肝脏长度"

XKK

$&胎儿肝脏面积"

XK1

$与胎儿出生体质量的相关性%

方法
!

选取
$'#(

年
+̂ #$

月该院收治的
%(

"

)$

周单胎孕妇
.'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孕妇孕周分为孕
$*

周前

及孕
$*

周后%所有孕妇产前均进行常规超声检查!测量
XK1

及
XKK

%精确测量胎儿出生体质量!采用
O46@2

A3>

相关性分析对
XKK

&

XK1

与胎儿出生体质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
!

健康孕妇孕
$*

周后
XKK

&

XK1

均

大于孕
$*

周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XKK

%

+,&(<<

者胎儿出生体质量大于
XK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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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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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XK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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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胎儿者出生体质量大于
XKK

%

+%&(

"

++&#<<

及

+'&,

"

+%&(<<

者!

XKK

%

+%&(

"

++&#<<

者胎儿出生体质量大于
XKK

为
+'&,

"

+%&(<<

者!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

$%

XK1

%

))&$E<

$ 者胎儿出生体质量大于
XK1

%

)#&,

"

))&$

&

%+&.

"

)#&,

及
$

%+&.E<

$

者!

XK1

%

)#&,

"

))&$E<

$ 者胎儿出生体质量大于
%+&.

"

)#&,

及
$

%+&.E<

$ 者!

XK1

为
%+&.

"

)#&,E<

$ 者

胎儿出生体质量大于
XK1

$

%+&.E<

$ 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胎儿出生体质量与
XKK

&

XK1

呈

正相关"

!

$

'&'+

$%结论
!

不同孕周孕妇其胎儿
XKK

&

XK1

存在明显差异!且与胎儿出生体质量有一定相关

性%但该预测方法对医生专业技能要求较高!应进一步提高操作技能及熟练程度!以提高预测准确性%

关键词"胎儿#

!

肝脏长度#

!

肝脏面积#

!

出生体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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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测胎儿体质量是产前监护的重要内容#是评估

胎儿宫内生长发育情况)诊断胎儿发育异常的重要参

考指标之一(国内学者研究表明#准确估测胎儿体质

量能及早发现和诊断胎儿宫内发育迟缓或巨大儿#对

于产妇选择合适的分娩方式#降低产科并发症发生率

及病死率均有重要意义*

#

+

(胎儿体质量的影响因素

较多#多与胎儿的成熟度有关(肝脏属于胎儿重要的

脏器之一#是胎儿生长异常最早受到累及的器官(有

研究表明#胎儿生长过程中随着孕周的增加#肝脏长

度)面积将会增加#是预测胎儿体质量的敏感指标*

#

+

(

对胎儿产前体质量进行准确评估#特别是巨大儿的体

质量#能够为分娩方式的选取提供可靠依据#进而降

低孕妇分娩并发症发生率#对提高母婴安全有重要意

义(因此#本研究以本院收治的
.'

例孕
%(

"

)$

周单

胎孕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胎儿肝脏长度$

XKK

&及胎

儿肝脏面积$

XK1

&在胎儿出生体质量中的预测价值#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孕
%(

"

)$

周单胎孕妇
.'

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

"

)'

岁#平均$

$.&$a%&$

&岁%分娩孕周
%(

"

)$

周#平均

$

%.&,a#&$

&周%新生儿出生体质量
$*+'

"

)$('

=

#

平均$

%%)+&#a%.'&)

&

=

(

$&/

!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

#

&所有孕妇均为单胎%$

$

&孕妇

生命体征平稳)正常%$

%

&对孕产妇的检查均在医生医

嘱下完成*

$

+

(

$&/&/

!

排除标准
!

$

#

&合并严重心功能不全)呼吸功

能不全者%$

$

&合并严重意识障碍)心脑血管疾病及严

重原发性疾病者%$

%

&合并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

病及妊娠合并症等*

%

+

(本研究均在医院伦理委员会

监管下完成(

$&'

!

方法
!

所有孕妇产前均进行常规超声检查#测

量
XK1

及
XKK

(胎儿娩出后精确测量其出生体质

量($

#

&仪器!

NN12%)'

超声诊断仪#探头为凸阵腹部

探头#中心频率为
%&+LUI

($

$

&检测方法!所有孕妇

均保持仰卧位#叮嘱孕妇保持平静呼吸#充分暴露腹

部#在腹部采用超声探头进行扫描(首先对胎盘羊水

进行常规检查#其次将胎儿股骨声像图及肝脏充分显

示出来#并对各项指标进行逐一精确测量#各项指标

测量
%

次#求其平均值#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

+

(

(

XKK

!首先扫描胎儿上腹部#然后将探头旋转至与脊

柱垂直位置#将胎儿上腹部及肝脏最大横断面声像图

充分显示出来#进而能够对胎儿肝脏进行最大程度的

测量#测量范围主要是肝脏右侧外缘到左侧外缘的最

大径线位置*

+

+

(

)

XK1

!首先扫描胎儿上腹部#然后

将探头旋转至与脊柱垂直位置#将胎儿上腹部及肝脏

最大横断面充分显露出来#用轨迹球将胎儿肝脏边界

描绘#见图
#

*

,

+

(

!!

注!

1

为胎儿
XK1

轨迹球勾勒图%

V

为胎儿腹围标准平面

图
#

!!

胎儿肝脏边界描绘轨迹

$&1

!

观察指标
!

$

#

&

XK1

)

XKK

!记录并统计不同孕

周
XK1

及
XKK

($

$

&不同
XKK

下胎儿体质量!记录

并统计不同
XKK

下胎儿的体质量#计算
XKK

)

XK1

与

预测体质量之间的关系(绝对误差
/

估测体质量
^

实际体质量的绝对值*

(

+

($

%

&相关性!采用
O46@A3>

相

关性分析对胎儿
XK1

)

XKK

与胎儿出生体质量进行

相关性分析(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ONN#*&'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
Na7

表示#采用
5

检验%采用

O46@A3@

进行相关性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不同孕周
XKK

)

XK1

比较
!

见表
#

(正常孕妇

孕
$*

周后
XK1

)

XKK

均大于孕
$*

周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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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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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孕周胎儿
XK1

&

XKK

比较#

N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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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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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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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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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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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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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K

与胎儿出生体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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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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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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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K

%

+%&(

"

++&#<<

者胎儿出生

体质量大于
XKK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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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者#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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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胎儿出生体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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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胎儿出生体质量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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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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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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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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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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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者胎儿出生体质量大于
XK1

为
%+&.

"

)#&,

及
$

%+&.E<

$

者#

XK1

为
%+&.

"

)#&,E<

$ 者胎儿出生体质量大于

XK1

$

%+&.E<

$ 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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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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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K

与胎儿出生体质量的关系#

Na7

$

XKK

$

<<

&

/

出生体质量$

=

& 绝对误差$

=

&

!

+'&,

"

+%&( #( $(),&'a$(,&* #%.&,a(#&,

$

'&'+

%

+%&(

"

++&# )'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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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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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a$#.&( $%.&*a#%(&+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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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1

与胎儿出生体质量的关系#

Na7

$

XK1

$

E<

$

&

/

出生体质量$

=

& 绝对误差$

=

&

!

$

%+&. #( $(#$&'a$$%&. #)#&,a,'&#

$

'&'+

%+&.

"

)#&, )' %#'$&'a%,+&( $%'&#a#'%&)

$

'&'+

%

)#&,

"

))&$ $. %+(+&'a%)#&, $%)&,a#$*&$

$

'&'+

%

))&$ ) %*.+&'a$'.&( $)#&$a#)#&(

$

'&'+

/&1

!

XKK

)

XK1

与胎儿出生体质量的相关性分

析
!

O46@A3>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胎儿出生体质量与

XKK

)

XK1

均呈正相关$

9/'&%.+

)

'&++#

#

!/'&'#.

)

'&'$(

&(

'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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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胎儿体质量的预测是目前产前监护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能够对胎儿宫内生长发育状况进行估计#

同时也是诊断胎儿出现发育异常的一项重要参考标

准(所以对胎儿体质量进行准确评估有重要意义#能

够更早)更及时地发现巨大儿或宫内发育迟缓胎儿#

为产科孕妇分娩方式的选择提供依据#降低围生儿病

死率及产科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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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超声技术的不断发展#临床上将超

声用于胎儿体质量预测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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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进行

物质转化及代谢的中心是肝脏#当胎儿体内营养过剩

时会增加糖原储备#使肝细胞出现体积增大现象#同

时肝脏也会随之增大%当胎儿出现营养不良时#体内

储存的糖原会分解#以供给大脑及心脏等更为重要的

器官#保证其正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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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健康孕妇孕
$*

周后
XKK

)

XK1

均大于孕
$*

周前#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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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出#随着孕周增加#

XK1

及

XKK

均增加(在妊娠晚期出现胎儿体质量增加现象#

其主要原因是肝糖原的储备及脂肪堆积#所以应用超

声对胎儿肝脏进行测量可预估胎儿体质量#对胎儿营

养状态进行评价(有相关报道显示#足月妊娠时#与

胎儿体质量有密切关系的指标是胎儿肝脏各切面面

积)胎儿肝脏各径线长度及
XK1

#

XKK

与胎儿体质量

有密切关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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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1

与胎儿体质量也有密

切关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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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上主要应用超声对胎儿双顶

径)股骨长度$

XK

&及皮下软组织厚度等指标进行测

量#进而评估胎儿体质量#但是羊水过少及多胎妊娠

等因素会对其测量的准确性造成影响(

XK

一方面受

个体因素差异的影响#另一方面受遗传因素的影响%

在妊娠末期#通过超声显像显示胎儿皮肤会较为模

糊#造成较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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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XKK

及
XK1

与胎儿出生体

质量之间有密切关系(本研究中#

O46@A3>

相关性分

析结果显示#胎儿出生体质量与
XKK

及
XK1

均呈正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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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出#

XKK

)

XK1

与胎儿出生体

质量存在紧密联系#加强
XKK

及
XK1

测量能评估胎

儿出生体质量(相关研究报道#肝脏增大是糖尿病胎

儿的一种特征性表现#是检测胎儿生长发育状况的特

异性指标#其主要与由糖尿病引起的代谢变化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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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在孕早期各个器官正处于发育时期#在孕

后期各器官的发育处于基本成熟状态#为胎儿机体快

速生长期(在子宫营养充足的条件下#胎儿会在各个

系统正常供应营养之后#在肝脏中将剩余能量转化为

糖原储存起来#当宫内营养不足时#会消耗肝脏中的

糖原#对肝脏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通过这一现象可

以对胎儿一些疾病的发生与严重程度进行初步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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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儿在子宫内生长发育的特点主要是妊娠早期

体质量增长速度缓慢#体质量无明显变化%妊娠中期

胎儿体质量增长速度逐渐加快#胎儿体质量变化较

大#并且各项指标的生长速度变化也较大%妊娠晚期

其增长速度逐渐趋于平缓(肝脏是人体重要脏器之

一#是物质及代谢的中心#在胎儿发育过程中#肝细胞

数量不断增加#使肝脏体积不断增大(当胎儿体内出

现营养过剩现象时#肝细胞数量不断增加#致使肝脏

体积也相应变大%当胎儿体内出现营养不良现象时#

肝细胞变小#致使肝脏体积也相应变小(肝脏是胎儿

在宫内发育最早受到累及的器官#当胎儿出现生长受

阻或者供血不足时#肝脏体积会出现明显缩小现象#

进而可早期诊断为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相反#当出现

胎儿肝脏迅速增长现象时#为巨大胎儿的诊断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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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依据(正常妊娠中胎儿肝脏发育与胎儿发育呈

正相关#肝脏会随着孕周增加逐渐增大(

XKK

及

XK1

在孕
$*

周前后会发生明显变化#在孕
$*

周后肝

脏增长速度会出现明显加快现象#能够准确对胎儿的

生长发育状况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不同孕周
XKK

)

XK1

存在明显差异#

且与胎儿出生体质量有一定相关性#但是该预测方法

对医生专业技能要求较高#应进一步提高操作技能及

熟练程度#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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