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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分类系统在子宫异常出血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汪遥刚!范秀华&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育龄期非妊娠期子宫异常出血"

+ *̂

$原因分类系统"

?+T(>,̀ 1;V

病因分类系统$

在
+ *̂

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C

年
!

月到该院就诊
+ *̂

患者
&%%

例!所有患者

均进行宫腔镜检查并按照
?+T(>,̀ 1;V

病因分类系统进行病因分类%统计
?+T(>,̀ 1;V

病因分类系统下

不同类型病因占比#按照
+ *̂

患者不同临床表现统计
?+T(>,̀ 1;V

病因分类系统分类情况%结果
!

+ *̂

患者子宫结构异常中子宫内膜息肉占比最高"

&A#'Da

$!非结构异常中排卵障碍占比最高"

$$#%%a

$#月经频

发&月经过多患者分类均为
+ *̂>?

#经期延长'经期不规律患者中子宫内膜增生分类为
+ *̂>̀

!且占比最高!为

D"#!Fa

#月经稀少分类均为
+ *̂>̀

#月经稀发患者中增殖期子宫内膜分类为
+ *̂>̀

!且占比最高!为

CC#CFa

#经间期出血患者中宫内节育器分类为
+ *̂>;

!且占比最高!为
$C#$Ca

%结论
!

通过宫腔镜检测并按

照
?+T(>,̀ 1;V

病因分类系统分类可有效对
+ *̂

患者病因进行分类分析%

关键词"宫腔镜#

!

?+T(>,̀ 1;V

病因分类系统#

!

子宫异常出血

中图法分类号"

ED!!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D">F$AA

"

"%!F

$

!">!D$A>%&

!!

子宫异常出血$

+ *̂

&是妇科常见的多发病#有调

查显示美国在
"

年内有超过
"%%%

万女性由于月经紊

乱就诊#其提示患者宫腔已出现病变'

!>"

(

+宫腔内常

见病变包括子宫肌瘤)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病变

等#其中子宫内膜病变受到甾体类激素影响较大'

&>$

(

+

随着近年生活水平提高#糖尿病)高血压等发病率上

升#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也随之上升#从而导致子宫

内膜病变发生率增加+

+ *̂

病因较多#但既往缺乏

统一分类方式#因此国际妇产科联盟$

<;X̀

&在
"%!!

年发布育龄期非妊娠女性
+ *̂

的病因分类系统

$

?+T(>,̀ 1;V

病因分类系统&#用于指导研究及临

床治疗'

A

(

+宫腔镜是临床上常用于检测宫腔病变的

方式#可直视宫腔#清晰显示宫腔内病变形态)大小)

血供情况等#检出率较高+基于此#本研究通过采用

宫腔镜检测
+ *̂

患者#并以
?+T(>,̀ 1;V

病因分

类系统进行分类#旨在探究宫腔镜与
?+T(>,̀ 1;V

病因分类系统在
+ *̂

患者中临床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C

年
!

月到

本院就诊
+ *̂

患者
&%%

例#年龄
!'

"

A%

岁#平均

$

&&#%CB&#$D

&岁%病程
"

个月至
A

年#平均$

"#&DB

%#$C

&年%阴道不规则流血时间
!A

"

!%%N

#平均

$

A"#!$BA#'D

&

N

+纳入标准!$

!

&根据诊断标准确诊

为
+ *̂

患者'

'

(

%$

"

&患者及其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同

意+排除标准!$

!

&阴道)宫颈疾病导致出血%$

"

&精神

疾病患者%$

&

&由于三苯氧胺)激素代替治疗等导致出

血%$

$

&生殖道急性炎症%$

A

&合并恶性肿瘤患者%$

'

&

肝)肾功能严重障碍者%$

D

&高血压患者%$

C

&血栓性疾

病患者%$

F

&妊娠)产褥期相关出血%$

!%

&凝血功能障

碍者+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及患者知

*

A$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P63"%!F

!

U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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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同意+

$#/

!

方法
!

所有患者均进行宫腔镜检查#患者麻醉

后呈膀胱截石位#采用
%#F%a

生理盐水及
C%.. /

0

压力进行膨宫#扩张患者宫颈管后接通宫腔镜#通过

镜头检测患者双侧输卵管开口)宫颈管及宫腔内状

况#观察患者宫腔形态)色泽及病变部位大小)形态

等#并在镜头下切除病变部位送病理检查+

$#'

!

观察指标
!

$

!

&统计
+ *̂

患者在
?+T(>,̀ 1>

;V

病因分类系统下不同类型病因占比#其中
?+T(

为子宫结构异常#

,̀ 1;V

为非子宫结构异常%$

"

&按

照
+ *̂

患者不同临床表现统计
?+T(>,̀ 1;V

病因

分类系统分类情况+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K59-9L41OK38"%!%

对数据

进行整理分析+

/

!

结
!!

果

/#$

!

?+T(>,̀ 1;V

病因分类系统下不同类型病因

占比
!

+ *̂

患者子宫结构异常中子宫内膜息肉$病

因分类为
?

&占比最高#为
&A#'Da

$

!%D

"

&%%

&%非结构

异常中排卵障碍 $病因分类为
`

&占比最高#为

$$#%%a

$

!&"

"

&%%

&+在结构异常中#子宫腺肌病$病

因分类为
+

&占比
%#'Da

$

"

"

&%%

&%子宫肌瘤$病因分

类为
T

&占比
&#'Da

$

!!

"

&%%

&%子宫内膜癌$病因分类

为
(

&占比
!#&&a

$

$

"

&%%

&+非结构异常中#未发现凝

血障碍患者$病因分类为
,

&$

%#%%a

&%子宫内膜功能

紊乱$病因分类为
1

&占比
"#'Da

$

C

"

&%%

&%医源性因

素$病因分类为
;

&占比
F#&&a

$

"C

"

&%%

&%未分类$病因

分类为
V

&占比
"#'Da

$

C

"

&%%

&+

/#/

!

+ *̂

患者不同临床表现按照
?+T(>,̀ 1;V

病因分类系统分类情况
!

月经频发)月经过多患者分

类均为
+ *̂>?

%经期延长"经期不规律患者中#子宫

内膜增生分类为
+ *̂>̀

#且占比最高#为
D"#!Fa

%月

经过少分类均为
+ *̂>̀

%月经稀发患者中增殖期子

宫内膜分类为
+ *̂>̀

#且占比最高#为
CC#CFa

%经间

期出血患者中宫内节育器分类为
+ *̂>;

#且占比最

高#为
$C#$Ca

%见表
!

+

表
!

!!

+̂ *

患者不同临床表现按照
?+T(>,̀ 1;V

病因分类系统分类情况

临床表现
(

宫腔镜检查表现
?+T(>,̀ 1;V

病因分类系统 占比'

(

$

a

&(

月经频发"月经过多
!%%

子宫内膜息肉
+̂ *>? !%%

$

!%%#%%

&

经期延长"经期不规律
!A!

子宫腺肌病
+̂ *>+ "

$

!#&"

&

子宫黏膜下肌瘤
+̂ *>T !!

$

D#"C

&

子宫内不典型增生
+̂ *>( &

$

!#FF

&

子宫内膜增生
+̂ *>̀ !%F

$

D"#!F

&

子宫内膜炎
+̂ *>1 '

$

&#FD

&

宫内节育器
+̂ *>; !"

$

D#FA

&

子宫切口憩室
+̂ *>V C

$

A#&%

&

月经过少
D

增殖期子宫内膜
+̂ *>̀ D

$

!%%#%%

&

月经稀发
F

增殖期子宫内膜
+̂ *>̀ C

$

CC#CF

&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
+̂ *>( !

$

!!#!!

&

经间期出血
&&

子宫内膜息肉
+̂ *>? D

$

"!#"!

&

子宫内膜炎
+̂ *>1 "

$

'#%'

&

宫内节育器
+̂ *>; !'

$

$C#$C

&

子宫内膜单纯性增生
+̂ *>̀ C

$

"$#"$

&

'

!

讨
!!

论

!!

+ *̂

发病率在
!%a

左右#部分患者伴有不孕症#

对女性生育能力及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D

(

+临床

上目前对
+ *̂

定义及描述一直未有统一结论#阻碍

医护人员对疾病理解)临床治疗方案制订及临床试验

设计#因此
<;X̀

在
"%!!

年公布
?+T(>,̀ 1;V

病因

分类系统#可帮助医师制订规范诊治路径并给予病因

分类+

<;X̀

分类系统将
+ *̂

按照病因分为两大类

及
F

个类型#其中
?+T(

表示可通过影像学或病理

学判断出患者存在子宫结构性改变#而
,̀ 1;V

表示

无此类改变'

C

(

+通过
?+T(>,̀ 1;V

病因分类系统

发现患者可能患有几种与
+ *̂

相关病症#同时子宫

肌瘤)子宫内膜息肉等明确疾病可能并无临床表现#

并不是
+ *̂

病因+目前#宫腔镜是临床上常用检查

手段#其在子宫内膜癌)子宫黏膜下肌瘤等宫腔内占

位病变诊断准确率较高#但对于占位并不明显或子宫

内膜性质改变难以确诊'

F

(

+

本研 究通过 宫腔 镜 检 查 的
+ *̂

患 者 按 照

?+T(>,̀ 1;V

病 因分 类 系 统 进 行 分 类 后 发 现#

?+T(

中发病率最高为子宫内膜息肉#而
,̀ 1;V

中

*

'$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P63"%!F

!

U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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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最高为排卵障碍+房梅芳等'

!%

(研究
''!

例

+ *̂

患者并根据
?+T(>,̀ 1;V

病因分类系统分类

的结果显示#结构异常性
+ *̂

占比
&&#!%a

#其中子

宫内膜息肉占比最多#为
!%#D%a

%非结构异常性

+ *̂

占比
''#F%a

#其中排卵障碍占比最多#为

&D#!%a

+本研究中子宫内膜息肉多表现为月经过

多)经期不规律等#排卵障碍表现为月经过少)月经稀

发等+排卵障碍会导致患者出血时间及出血量无法

预测且波动较大#主要因为下丘脑
>

垂体
>

卵巢轴功能

出现异常#大部分是内分泌异常引起'

!!

(

+子宫内膜息

肉是患者子宫内膜局部增生过度导致#会造成患者经

期延长或月经过多#通常认为与内分泌紊乱相关#宫

腔镜检查是其诊断,金标准-

'

!"

(

+本研究中无凝血障

碍导致
+ *̂

#由于宫腔镜检查具有严格指征#仅适用

于宫腔内有可疑异常患者#患者患有凝血障碍时不推

荐采用宫腔镜检查+

综上所述#通过宫腔镜检查后按照
?+T(>,̀ 1>

;V

病因分类系统分类可有对
+ *̂

患者病因进行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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