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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肿瘤患者放'化疗过程造血功能抑制和恢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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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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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血清尿酸"

)̂

$预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临床意义%方法
!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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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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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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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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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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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孕妇

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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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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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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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压积等指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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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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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妊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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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新生儿体质量和围产儿死亡率明显高于健康妊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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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妊娠组与轻&中&重度妊娠期高

血压疾病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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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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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血清
)̂

升高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病情及围产儿预后密切

相关!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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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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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产科常见的并发症#由于全身小动脉

痉挛导致全身各器官发生病理性改变#肝肾功能均有相应的损

害#肾功能的变化比肝功能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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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受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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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应肾脏病变早期的一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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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

步了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妇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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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母婴之间的关系#本

研究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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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晚期孕妇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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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定#现将结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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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轻度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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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度妊

娠期高血压疾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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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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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和红细胞压积显著高于

健康孕产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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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Y

含量两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C

%

%#%$

&#见表
"

(

B#C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类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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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嘌呤核苷酸的代谢终产物#均从粪便和尿中排出(

妊娠期胎儿产生的
)̂

需经母体尿'粪排出体外#使孕妇的血

清
)̂

增高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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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脱水'高血压及肾功能不全可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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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泄减少#易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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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由

于全身小动脉痉挛#乳酸生成增加#肾脏的血流量和肾小球滤

过率下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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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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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明显升高(胎盘血流量减

少#子宫胎盘产生大量的乳酸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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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排出#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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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量升高(本研究结果证实#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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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显著高于同期健康妊娠孕妇#而且随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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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升高#妊

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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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和红细胞压积也随之升

高#这表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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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常伴血液浓缩和

有效肾血流量下降#本研究结果还进一步表明#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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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与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病情越重#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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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越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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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测定对了解妊娠期高血

压疾病的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已确诊的妊娠期高血

压疾病患者#其含量的变化往往可以客观地反映病情发展(妊

娠期高血压疾病孕妇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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