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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细胞介素
!

*

预处理骨髓间

充质干细胞可影响骨髓瘤细胞株干细胞基因及趋化因子

受体基因的表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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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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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漆晓玲#赵蕾#陈珊珊#等
#

牙龈卟啉单胞菌脂多糖对人脐

静脉内皮细胞表达趋化因子
=-T)U.

和分形素的影响

'

`

(

#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

#

&>

$

"

&!

!0>6!00#

'

!$

(巫协宁
#

辅助性
)

细胞
!

*辅助性
)

细胞
!%

和调节性
)

细胞及其相关细胞因子在克罗恩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

`

(

#

中华消化杂志#

"$!?

#

&?

$

%

&!

>0%6>00#

'

!!

(祁伯祥#朱磊#商磊#等
#

生长抑素治疗新生儿术后消化道

出血的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

(

#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

#

!<

$

!!

&!

!$?@6!$?<#

'

!"

(何内华#黄美先
#

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锌治疗前后红细胞

(,&@

分子表达和血清炎性因子的变化'

`

(

#

中华临床感

染病杂志#

"$$0

#

"

$

>

&!

"!<6"""#

$收稿日期!

"$!<6!"6!<

!!

修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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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探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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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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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动脉联合大脑中动脉多普勒参数对胎儿生长受限的诊断价值

杨
!

丽!

!白宝艳"

"

!#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洛川分院超声科!陕西延安
%"%>$$

#

"#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超声科!陕西延安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脐动脉"

N-

$联合大脑中动脉"

S(-

$多普勒参数对胎儿生长受限的诊断价值%

方法
!

选取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洛川分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
!!?

例中孕期生长受限胎儿作为观察组!

同时选取该院同期进行产检的
!!?

例健康中孕期胎儿作为对照组!测量两组胎儿
N-

&

S(-

阻力指数"

=+

$&血

流搏动指数"

'+

$&收缩期和舒张期流速比"

.

'

,

$及胎儿结局!以胎心监护为指标!比较
N-

&

S(-

单独检测及联

合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结果
!

观察组胎儿胎心监护胎心率及异常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胎儿
N-

的

=+

&

'+

&

.

'

,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S(-

的
=+

&

'+

&

.

'

,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以

胎心监护作为指标!

N-

和
S(-

检测生长受限的灵敏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N-

联合
S(-

检测灵敏度明显高于单独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N-

&

S(-

&联合检测的特异度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

N-

与
S(-

检测生长受限的准确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联合检测准确度

明显高于两者单独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结局异常的胎儿
N-

&

S(-

异常率均高于结局

正常的胎儿
N-

&

S(-

异常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N-

联合
S(-

多普勒参数可反映胎儿

宫内血氧及其右心功能情况!可作为预测生长受限胎儿的重要指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脐动脉#

!

大脑中动脉#

!

多普勒#

!

胎儿生长受限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0>@@

"

"$!0

$

!$6!>&$6$&

!!

胎儿生长受限是指胎儿大小异常#在宫内未达到

应有的生长潜能#胎儿出生体质量低于同龄健康胎儿

体质量)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胎儿生长受限发生

率为
?#"&/

#是围生儿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

(

)加强胎

儿生长受限的监测#及早给予治疗#对改变妊娠不良

结局及新生儿生长情况尤为重要)近年来#已有学者

提出胎儿脐动脉$

N-

&联合大脑中动脉$

S(-

&多普

勒参数可评估胎儿生长受限#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

据'

"

(

)本研究为了分析
N-

联合
S(-

多普勒参数对

胎儿生长受限的诊断价值#特选取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洛川分院收治的
!!?

例中孕期生长受限胎儿作为研

究对象#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中孕期生长受限胎儿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均为单胎%通过彩超测量胎儿双顶径*腹围及股骨

长度*体质量#体质量低于同孕龄胎儿正常体质量的

第
!$

个百分位数或者同孕龄胎儿平均体质量的
"

个

标准差%其母亲年龄
""

#

&@

岁#平均$

"<#?%f"#&>

&

岁%孕
!?

#

""

周#平均胎龄$

"$#!"f!#?%

&周)排除标

准!母亲存在妊娠合并症%母亲有饮酒史%胎盘异常%

畸形胎儿%母亲为精神病患者)选取本院同期进行产

检的
!!?

例健康中孕期胎儿作为对照组#其母亲年龄

"!

#

&?

岁#平均$

"%#>@f"#$!

&岁%孕
!%

#

"&

周#平均

胎龄$

"!#?%f!#&?

&周)两组胎儿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胎心监护检查
!

所有孕妇均行胎心监护检

查)孕妇采用仰卧位#采用多普勒胎心监护仪$湖南

省瑞博科技有限公司#型号!

'S60$$$U

&#检查时间为

"$8G4

#当孕妇感觉到胎动时#及时做好记录)若孕

妇的胎儿心率
$

!"$

次"分#心率
%

!?$

次"分#或心率

基线加速时间
$

!@

次"分#或胎心率基线加速持续
$

!@H

#诊断为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按评定标准分为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3PS:5(2G4

!

S3

I

"$!0

!

*A2#!?

!

TA#!$



类!$

!

&有反应型#胎心基线连续
"$8G4

均在
!"$

#

!?$

次"分#细变异振幅
%

?

次"分#连续
"$8G4

内胎

动
%

&

次#且胎心加速征象明显#幅度
%

!@

次"分#持

续时间为
!@H

%$

"

&无反应型#连续监测
>$8G4

未见胎

动或胎动时胎心率加速不明显#或加速振幅在反应类

标准之下#或时间持续较短%$

&

&可疑型#胎心率具有

上述两种特征#但胎动加速幅度*胎动次数在反应类

标准之下'

&

(

)

$#/#/

!

超声检测胎儿
N-

*

S(-

!

采用
.("$$$

彩色

多普勒超声探查仪$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检测#探头

频率为
"#@

#

&#@SYc

)孕妇取仰卧位#静卧
@8G4

后#进行常规二维超声检测)检测点为
S(-

#从中段

有血流频谱开始#测量
N-

*

S(-

的阻力指数$

=+

&*

血流搏动指数$

'+

&*收缩期和舒张期流速比$

.

"

,

&值)

测量胎儿双顶径*腹径*头围*腹围*肱骨径生长参数#

记录胎儿结构畸形*胎盘成熟度及羊水量)

$#'

!

观察指标
!

$

!

&比较两组胎儿胎心监护情况%

$

"

&观察两组胎儿
N-

和
S(-

的
=+

*

'+

*

.

"

,

值等血

液循环的指标%

N-

的判断标准!

=+

%

$#<"

#

'+

%

"#!$

#且
.

"

,

%

@#<$

#为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S(-

的

判断标准!

=+

%

$#?@

#

'+

%

!#>>

#且
.

"

,

$

>#$

为胎儿

宫内生长受限%$

&

&比较观察组胎儿
N-

和
S(-

检测

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

>

&比较观察组胎儿的妊

娠结局)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Of

G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

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胎儿胎心监护情况比较
!

观察组胎心监护

胎心率和异常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

!

两组胎儿
N-

*

S(-

的
=+

*

'+

*

.

"

,

值比较
!

观

察组胎儿
N-

的
=+

*

'+

*

.

"

,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

组胎儿
S(-

的
=+

*

'+

*

.

"

,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胎儿胎心监护情况比较

组别
)

胎心率$次"分& 有反应型'

)

$

/

&( 无反应型'

)

$

/

&( 可疑型'

)

$

/

&( 异常率'

)

$

/

&(

对照组
!!? !>@#!"f"$#$? 0@

$

<!#0$

&

!%

$

!>#??

&

>

$

&#>@

&

"!

$

!<#!$

&

观察组
!!? !@"#"@f">#!& !&

$

!!#"!

&

<%

$

%@#$

&

!?

$

!&#%0

&

!$&

$

<<#%0

&

=

"

!

"

"#>>% [ [ [ 0%#@0%

" $#$!@ [ [ [ $#$$$

!!

注!

[

为无数据

表
"

!!

两组胎儿
N-

,

S(-

的
=+

,

'+

,

.

$

,

值比较#

OfG

%

组别
)

N-

=+ '+ .

"

,

S(-

=+ '+ .

"

,

对照组
!!? $#?"f$#$" !#$@f$#!& "#>@f$#!@ !#@>f$#!& !#%>f$#!& >#">f$#!"

观察组
!!? $#%0f$#!> !#?<f$#!@ &#>@f$#"? !#$!f$#$" !#>&f$#$< &#!<f$#!@

= !"#0>% &>#!<> &@#<<! >&#&00 "!#<%& @0#>&"

" $#$$$ $#$$$ $#$$$ $#$$$ $#$$$ $#$$$

/#'

!

观察组胎儿
N-

和
S(-

检测的灵敏度*特异

度*准确度比较
!

以胎心监护作为判断指标#

N-

检测

生长受限的灵敏度和
S(-

检测生长受限的灵敏度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N-

联合
S(-

检

测灵敏度明显高于单独检测$

"

$

$#$@

&%

N-

*

S(-

*

联合检测的特异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N-

检测生长受限的准确度与
S(-

检测生长

受限的准确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联

合检测准确度明显高于二者单独检测$

"

$

$#$@

&#见

表
&

)

/#1

!

观察组胎儿结局与
N-

*

S(-

的关系
!

观察组

中结局异常胎儿的
N-

*

S(-

异常率均高于结局正

常胎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观察组胎儿
N-

和
S(-

的检测的灵敏度,

!!!

特异度,准确度比较

胎心监护
N-

异常 正常

S(-

异常 正常

联合

异常 正常
合计

异常$

)

&

%! &" %$ && 0$ !& !$&

正常$

)

&

@ < ? % > 0 !&

合计$

)

&

%? >$ %? >$ 0> "" !!?

灵敏度$

/

&

?<#0& ?%#0? <%#&<

特异度$

/

&

?!#@> @&#<@ ?0#"&

准确度$

/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3PS:5(2G4

!

S3

I

"$!0

!

*A2#!?

!

TA#!$



表
>

!!

观察组胎儿结局与
N-

,

S(-

的关系&

)

#

/

%'

胎儿结局
)

N-

=+ '+ .

"

,

S(-

=+ '+ .

"

,

正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异常
>& 0

$

"$#0&

&

!"

$

"%#0!

&

<

$

!<#?$

&

!$

$

"&#"?

&

!!

$

"@#@<

&

0

$

"$#0&

&

!

"

%#!@" !0#&&$ !!#@<> ?#>&" !?#@%> 0#!$0

" $#$$% $#$$$ $#$$! $#$!@ $#$$$ $#$$&

'

!

讨
!!

论

!!

胎儿生长受限是产科较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可

导致宫内胎儿耐受力低下#导致不良胎儿结局)迄今

为止#临床中缺乏预测胎儿生长受限的特异性方法#

为了有效降低妊娠不良结局的发生率#需选择合适的

超声检查时间及分娩时间)超声检查具有无创性#且

可重复#可有效评价胎儿体内主要解剖结构的形态)

超声检查最佳筛查时间在中孕期#此时期胎儿生长成

熟#且羊水充足#可获得较满意的超声图像)

N-

是联

系胎儿循环与母体循环的重要纽带#其血流动力学改

变可有效反映胎盘*母体的部分病理变化#且随着胎

盘的逐步发育*

N-

阻力降低*绒毛血管增粗及增多

等#可有效保证胎儿对正常生长发育*物质代谢的有

效需求'

>

(

)

S(-

作为颈内动脉的延续#为颅脑血液

最为丰富的血管#可有效反映胎儿脑血液循环的状

态#其血流动力学参数可有效评价胎儿贫血*宫内窘

迫等异常状态)

S(-

血流
.

"

,

*

'+

是测定颅脑血液

循环的阻力指标)正常妊娠时#胎儿
S(-

血流各测

值会随着孕周的增长而呈现下降趋势'

@

(

)

本研究中观察组胎心监护胎心率和异常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说明胎心监护可反映胎儿在宫内的胎心

率和异常情况'

?

(

#但是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导

致监测的灵敏度降低#假阳性率增加#影响监测结果

和胎儿结局)

N-

检测结果显示观察组
=+

*

'+

*

.

"

,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S(-

检测结果显示观察组
=+

*

'+

*

.

"

,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此结果与陈江红等'

&

(的

结果一致#说明
N-

与
S(-

检测对胎儿宫内窘迫有

较好预测价值#提示胎儿脑血管随着孕龄增大#逐渐

发育#其管径增粗#阻力下降#胎儿脑血流量将会增

加#血液供氧量也会增加)当胎儿生长受限时#最先

影响
N-

与
S(-

#当胎儿缺血*缺氧时#由于脑保护

效应#血液将进入到重新分配中#相应地增加了身体

上半部分血流量)作为腹部主动脉的
N-

血流也相

应地不断减少#从而确保大部分血流流向大脑)本研

究把胎心监护作为判断指标#

N-

联合
S(-

检测生

长受限的灵敏度明显高于二者单独检测#

N-

*

S(-

*

二者联合检测生长受限的特异度无明显差异%

N-

联

合
S(-

检测生长受限的准确度明显高于二者单独检

测#说明
N-

联合
S(-

检测生长受限的灵敏度与准

确度高)

N-

联合
S(-

检测生长受限属于无创监

测#可持续重复监测#能准确地显示胎儿血流阻力等

指标的动态变化#预测胎儿在宫内的状况)本研究观

察组结局异常的胎儿
N-

*

S(-

异常率均高于结局

正常的胎儿#说明胎儿生长受限时#极易导致妊娠不

良结局)

综上所述#通过采用多普勒超声联合检查
N-

及

S(-

参数#可判断宫内胎盘及胎儿血流情况#及早发

现胎儿宫内生长发育情况#给予正确干预#降低不良

妊娠结局的发生#对胎儿生长受限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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