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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对围生儿预后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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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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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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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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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和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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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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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有高度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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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剖宫产率'胎儿窘迫率'新生儿窒息率及新生儿体重差异均无显

著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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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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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易引起早产%对此类孕妇应加强孕期监护和治疗%保证围生儿

的安全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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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A4

$是一种妊娠期特发性疾

病%为引起早产'胎儿窘迫'死胎'死产的主要原

因之一!

%

"

&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是一种常见

的传染病%我国是乙肝高发区%感染率达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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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合并乙肝是常见的高危妊娠%对围生儿可致

早产'死胎和新生儿死亡&为探讨
0A4

合并乙型

肝炎病毒#

=?F

$感染对围生儿预后的影响%我们

对
&#

例
0A4

合并
=?F

感染患者和
(!

例无

=?F

感染的
0A4

患者的围生儿结局进行分析%

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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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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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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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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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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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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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收

治
0A4

合并
=?F

感染患者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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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

$岁(无
=?F

感染的
0A4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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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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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

$岁(两组孕

妇年龄'孕周相仿%具有可比性&所有孕妇在本院初

次进行产科检查时常规进行乙肝血清学
)

项指标'

甲型肝炎'丙型肝炎抗体及肝功能检测&所选
=?F

感染的孕妇均排除了甲型肝炎'丙型肝炎感染及其

他肝胆疾病%孕期及产后均予随访肝功能肝酶指标

及胆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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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
!

0A4

的诊断依据.中华妇产科学/

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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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妊娠期出现以皮肤瘙痒为主的主要

症状(#

!

$实验室检查血清总胆酸水平升高或肝酶轻

至中度升高%谷丙转氨酶或谷草转氨酶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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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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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者较少(#

*

$可伴有轻度黄疸%

血清胆红素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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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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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患者一般情况

良好%无明显呕吐'食欲不振'虚弱及其他疾病症状(

#

)

$一旦分娩%瘙痒迅速消退%肝功能亦迅速恢复正

常%黄疸自行消退&凡符合上述所有诊断标准者可

诊断为
0A4

&早产指妊娠满
!#

周至不满
*&

周%足

周间分娩者!

+

"

&

%-*

!

观察指标
!

观察两组早产率'剖宫产率'胎儿

窘迫率'新生儿窒息率及新生儿体重&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检验或
&

!检验进行统计

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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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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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A4

合并
=?F

感染对围生儿结局的影响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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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F

感染对孕妇肝功能的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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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组总胆酸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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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丙氨酸转氨酶#

1TL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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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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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天门冬氨酸转氨酶#

1KL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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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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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
0A4

组总胆

酸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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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总

胆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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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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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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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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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对分娩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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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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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组剖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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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剖宫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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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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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
0A4

组剖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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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剖宫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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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比较%差异无显

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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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0A4

是一种妊娠期特发性疾病%主要影响胎儿%

易引起早产'胎儿窘迫'死胎'死产%对母体可引起全

身或局部皮肤瘙痒'复发性黄疸'肝功能异常'血清

总胆酸升高等&过去在妊娠期发现黄疸时往往首先

考虑妊娠合并病毒性肝炎%在以往的
0A4

诊断中曾

将肝炎血清标志物阴性作为
0A4

的诊断标准之一%

近年来随着对
0A4

的认识逐步提高%目前国内采用

的标准已不再对肝炎血清学作要求!

*

"

&有文献报

道!

)

"

%

=?F

感染的孕妇
0A4

发生率明显高于无

=?F

感染者%而
0A4

合并
=?F

感染更加重了对母

婴的危害%因此临床医生应重视合并
=?F

感染

0A4

患者的母婴结局&

0A4

是严重危害围生儿健康的妊娠并发症%不

少学者认为%雌激素在
0A4

的发病机制中起关键作

用!

(

"

&妊娠期妇女体内雌激素水平大幅度增加%使

肝细胞膜中胆固醇与磷脂的比例上升%影响对胆酸

的通透性%使胆汁流出受阻%还可改变肝细胞的蛋白

质合成%导致胆汁回流增加%造成血液中胆汁酸淤

积&高浓度胆酸不断沉积在胎盘绒毛表面引起血管

痉挛%血管阻力增加%流经胎盘绒毛间隙的氧合血流

量明显减少%从而导致胎儿灌注及氧气交换急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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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引起胎儿窘迫%羊水粪染(还可以引起前列腺素

释放%可能是
0A4

引起早产的一个原因!

&

"

&另外%

0A4

患者由于胆酸盐沉积于肝内胆管%影响胆红素

排泄导致血清胆红素增加%胆红素本身具有较强的

细胞毒性%可增加胆汁酸的细胞毒作用%从而引起早

产'胎儿窘迫'胎死宫内等围生儿并发症的发生&合

并
=?F

感染的
0A4

患者%

=?F

亦可导致肝损害%

肝功能受损%易造成胎盘供血不足%致胎儿供血供氧

不足%这样增加了早产'胎儿窘迫'胎死宫内等围生

儿并发症的发生机会&本资料结果显示%合并
=?F

感染的
0A4

组早产率较无
=?F

感染的
0A4

组明显

增加%两组新生儿窒息率'剖宫产率差异无显著性(

考虑与
0A4

患者易出现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临

床医生欲通过剖宫产降低新生儿窒息率有关&两组

新生儿体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可能与及时诊断治

疗有关&

综上所述%

=?F

感染可加重
0A4

对围生儿的

影响&为减少
0A4

患者早产发生率%降低新生儿

窒息率%提高新生儿体重%防止死胎及死产%妇产

科医生对所有孕妇应常规进行血清学检查&对

=?F

感染者%孕期更应注意患者有无瘙痒症状%

检查肝功能及总胆酸%以尽早明确诊断&如诊断

为
0A4

%应加强孕期监护%积极治疗%尽力改善围生

儿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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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间与感染的发生密切相关&随着住院时

间延长%感染的机会增加%尤其是医院感染比例增

加&因此%我们长期以来对常规化疗入院的患者%在

完成化疗后即让其出院%减少患者由于后继的粒细

胞缺乏状态而获得医院感染的机会&实践证明%许

多患者在院外虽处于粒细胞缺乏状态%但由于居住

环境良好和有效的防护措施%并未发生感染&住院

时间长与医院感染互为因果关系%因此%缩短住院时

间%可降低医院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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