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馈'加大价廉(窄谱抗菌药物使用频度#规定使用抗菌药前

必须送检微生物标本#严控抗菌药物消耗量与药品总消耗量比

值)

!"

*

'指导临床充分利用有限的医药资源为患者服务#以提

高疗效'为使医院更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减轻患者和社会的经

济负担#减少和延缓耐药菌的产生#医院应进一步加强对抗菌

药物的监督管理力度#同时加强对临床医生和药师的培训#加

快知识更新速度#按照安全(有效(合理(经济的用药原则#不断

提高合理用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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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孕中期血清唐氏综合征筛查结果分析

勾宗蓉!吕连华

"四川省绵阳市人民医院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孕中期孕母血清标志物筛查唐氏综合征"

-'

#胎儿的临床价值%方法
!

用时间分辨法测定孕中期"

!7

$

$"

周#孕妇血清甲胎蛋白"

+.Y

#和游离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亚单位"

.B

)

B%(a

#!再根据孕妇年龄$孕周$体重等因素!通过
-'

筛

查软件输出中位数值倍数"

&b&

#计算风险率
<

对高风险孕妇进行羊水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及
,

超检查进行确诊%结果
!

7$$#

例孕妇中!共筛出高危孕妇
$AC

例!阳性率
><:CQ

!其中有
!A"

例接受羊膜腔穿刺!占筛查高危孕妇的
>!<$Q

%发现胎儿染色体异

常和其他异常共
!#

例!其中
-'#

例!染色体核型分析
]6-:

例!经
,

超检查发现胎儿其他异常
:

例%结论
!

+.Y

及
.B

)

B%(a

可用于妊娠
!7

$

$"

周孕妇唐氏综合征筛查%降低了需进行创伤性产前诊断的孕妇比例!是目前较为可行$容易被孕妇接受的唐

氏综合征产前筛查技术!产前诊断是阻止先天缺陷发生的重要手段之一%

关键词"唐氏综合征&

!

产前筛查&

!

甲胎蛋白&

!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孕中期

!"#

!

!"<#=>=

"

?

<2))@<!>A#B7!#"<$"!$<"7<"#"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A#B7!#"

"

$"!$

#

"7B"77=B"$

!!

产前诊断出生缺陷#作为优生优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越来

越引起国家及产科医生的关注'此病无较好的治疗和预防方

法#会造成很大的社会(经济(精神负担
<

因此只有进行早期诊

断#终止妊娠#才能达到优生的目的
<

为降低该类患儿的出生#

用时间分辨技术#测定中孕期孕妇血清甲胎蛋白$

+.Y

%#游离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B

)

B%(a

%的含量#通过分析软件来评估

胎儿唐氏综合征$

-'

%的风险'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7$$#

例标本均来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建卡(孕周在
!7

$

$"

周的单胎孕妇#年龄
$"

$

7A

岁#

,

超确定胎龄#记录孕妇的年龄(孕周(体重(身份证(孕产

史(吸烟史(胰岛素依赖症史(高血压及糖尿病史等相关资料#

所有孕妇均经知情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

!

试剂与仪器
!

所用试剂均由丰华公司提供原装试剂'仪

器为泰莱
B

!

时间分辨仪'筛查软件由公司提供'每次均制作

标准曲线及同时测定高中低
#

个不同浓度质控'

?<A

!

方法
!

早上空腹采静脉采血
#MX

#离心分离血清#

T$"\

保存#利用时间分辨技术严格按说明书操作#根据年龄

分为
$

#:

岁(

)

#:

岁
$

个组'通过筛查软件分析得到神经管

缺陷$

]6-

%(

-'

高危或低危人群结果'

?<B

!

结果判断
!

-'

风险率截断值按分析系统提示为
!̂ $:"

&

+.Y

的中位数倍数$

&b&

%大于
$<:

时判断为
]6-

高风险'

+.Y&D&

$

"<7

#

.B

)

B%(a&D&

'

$<:

疑为唐氏综合征高危'

@

!

结
!!

果

统计例数
7$$#

例#

$

种遗传病检出的高危率分别为
]6-

"<>>Q

#

-':<=$Q

'

$

组总统计例数分别是!

$

#:

岁
7!=#

例#

)

#:

岁
#"

例'

$AC

例高风险孕妇中
!A"

例接受羊水或脐

血穿刺#诊断为
-'#

例#染色体核型分析确诊
]6-:

例#其他

染色体异常
:

例#共占染色体核型检查的
A<>:Q

$

!#

"

!A"

%#具

体情况见表
!

'

表
!

!!

7$$#

例孕妇筛查结果

年龄
'

-'

高风险数$

'

%

-'

高风险率$

Q

%

]6-

高风险数$

'

%

]6-

高风险率$

Q

%

$

#: 7!=# $77 :<C $A "<>7

)

#: #" > $"<" ! #<##

合计
7$$# $:" :<=$ $C "<>>

A

!

讨
!!

论

A<?

!

-'

是最常见的常染色体畸形#

#:

岁以上孕妇发生率为

!

"

#""

#

#:

岁以下为
!

"

C""

)

!

*

'其主要特征为严重的智力发育

+

=7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H_X03&E;

!

.E35405

L

$"!$

!

[D1<##

!

]D<7



迟缓#特殊面容#且易并发心脏病(胃肠病和白血病等)

$

*

#是出

生缺陷中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如对每一位孕妇行绒毛活检或

羊水染色体检查#技术要求高#费用高#且孕妇所承受的痛苦也

较大#目前并不现实'故而选择简便(经济(安全(有效(孕妇易

接受的生化检测指标进行产前筛查#通过筛查风险#进一步确

诊后建议进行选择性流产#避免此类患儿出生#是降低出生缺

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最科学的方法'

A<@

!

据文献报道#孕中期孕妇血清
+.Y

(

.B

)

B%(a

联合筛查

-'

的检出率是
>CQ

$

C>Q

$假阳性率
:Q

%

)

#

*

'本分析结果的

显示#

-'

高风险
$:"

例#筛查高风险率
:<=$Q

#年龄越大
-'

风险率越高#但近年来研究表明患儿孕母年龄趋于年轻化)

7B:

*

'

孕母年龄下降意味着除年龄因素外#接触辐射(药物(化学物质

或感染等因素也是导致突变的主要原因)

:

*

'所以任何年龄都

有可能生出
-'

患儿#每位孕妇都应作
-'

筛查#高风险者作诊

断'通过近
!"

年的努力#目前初步统计#

$""=

年全国产前筛

查覆盖率小于
$"Q

#这意味着全国能通过产前筛查检出的
-'

胎儿低于实际
-'

胎儿总出生数的
!:Q

)

>

*

'

A<A

!

-'

血清学筛查主要分为孕早期和孕中期筛查#其中孕中

期筛查
-'

患儿仍是国外医疗机构重要服务内容)

A

*

'已明确

和
-'

有密切关系的血清标志物有近
!"

种'其中有代表性的

有!

+.Y

#游离雌三醇$

4Z#

%#

)

B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B%(a

%#妊

娠相关血浆蛋白
B+

$

Y+YYB+

%#抑制素
+

等)

CB!"

*

'孕早期筛查

指标为
Y+YYB+

(

*@G232@B+

和
.B

)

B%(a

'

Y+YYB+

主要来源

于胎盘与蜕膜#是一种大分子糖蛋白化合物#随妊期增加而增

加#妊娠足月达高峰'

Y+YYB+

特异性较强#属于
.

B$

巨球蛋

白#能够激活补体#属免疫抑制剂#抑制母胎排斥'此指标在妊

娠早期敏感'

Y+YYB+

在母体血中含量最高#羊水中次之#而

胎儿血中不含有
Y+YYB+

'血清单项
Y+YYB+

筛查
-'

检出

率可达
7"Q

$

A"Q

#假阳性率
:Q

$

!=Q

)

!!

*

'

%(a

由胎盘合

体滋养细胞产生#受精后
=

$

!$;

母体血浆可测出#约
C";

达

高峰#此后急速下降'

-'

胎儿母血的
%(a

出现高值异常$

.B

)

B%(a

'

$<:&b&

%'由于
.B

)

B%(a

稳定性好(敏感性高$妊

娠
#

$

$$

周检测%#是目前早(中妊娠期必选的临床筛查指标'

有学者检测
.B

)

B%(a

筛查胎儿
-'

#检出率为
7>BC7<>Q

#假阳

性率
:Q

#并发现存在胎儿性别差异#男胎阳性率低于女胎#

)

B

%(a

与血尿酸及肌酐呈明显正相关)

!!

*

'孕中期筛查
+.Y

和

.B

)

B%(a

'

+.Y

是胎儿血清中最常见的球蛋白#妊娠早期由

卵黄囊产生#妊娠中期由胎儿肝脏产生'妊娠早期开始增加#

妊娠
>

周直线上升'

(4ES1E

和
[0@12HG

)

!$

*检测母血血清
+.Y

筛查胎儿
-'

#检出率为
##Q

$

#><=Q

#假阳性率为
:Q

'目

前#多数学者认为
+.Y

为妊娠中期筛查的有效标记#最佳测定

时间是孕
!:

$

!C

周'母血
+.Y

浓度存在胎儿性别差异)

!#

*

#

男胎母血
+.Y

浓度明显低于女胎母血#女胎假阳性率高于男

胎#提示
+.Y

用于筛查
-'

胎儿时#须校正胎儿性别因素'

!=C7

年#

&E5S0HU

等最先发现孕妇血清中的
+.Y

值显著下降

与唐氏综合征的发生密切相关#孕妇血清
+.Y

水平的降低可

能是由于唐氏综合征胎儿肝脏发育不全#导致合成减少#或肾

脏排泄异常所致)

!7

*

'

*@G232@B+

主要由黄体和胎盘分泌#在受

精和维持妊娠中起重要作用'与胎儿染色体异常相关的主要

是二聚体抑制素
B+

#妊娠
!"

周时开始升高#

-'

胎儿母血高值

异常$

*@G232@B+

'

"<A7&b&

%

)

!:

*

'其首个临床应用就是作为

孕中期
-'

筛查的血清学指标'

4Z#

可用于三联筛查方案中

降低假阳性率'

A<B

!

产前筛查技术对于降低
-'

患儿的出生率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实验室人员不仅要提高筛查质量#而且要配合医生提

高筛查覆盖率'

+.Y

(

G(a

水平的正常范围在不同人种间存

在明显的差异)

!>

*

#故应建立本实验室的中位数值#选择合理的

切割值#为实现人口素质提高#找到最适合我国国情的
-'

产

前筛查和诊断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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