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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地区蒙汉两族孕中期孕妇三项指标检测结果的比较分析

鲁　惠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内蒙古鄂尔多斯０１７０００）

　　摘　要：目的　探讨蒙、汉两族孕妇在孕中期唐氏筛查结果上的差异以及本地区甲胎蛋白（ＡＦＰ）和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βＨＣＧ）的中位数。方法　鄂尔多斯地区９３４８例孕１４～１８
＋６周孕妇为研究对象，其中汉族８６７０例，蒙古族６７８例。所有被试

均行唐氏筛查及ＡＦＰ、βＨＣＧ水平检测，应用ＳｓｄｗＬａｂ软件计算风险值，比较蒙、汉两族孕妇唐氏筛查结果的异同，并计算和分

析本地区人群不同孕龄ＡＦＰ、βＨＣＧ的中位数。结果　汉族被试的胎儿罹患２１三体综合征和１８三体综合征风险率与蒙古族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汉族被试的胎儿罹患神经管畸形（ＮＴＤ）风险率明显高于蒙古族（犘＜０．０５）。该地区 ＡＦＰ、β

ＨＣＧ中位数平均水平与软件内嵌中位数的差异分别为９％和４％。结论　民族差异并不是影响唐氏筛查结果的主要因素，但汉

族人群ＮＴＤ风险率明显高于蒙古族。该地区中位数与软件内嵌中位数有一定差异，应制定动态中位数倍数（ＭｏＭ）以减少孕中

期唐氏筛查假阳性及假阴性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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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地区是蒙汉混居地区，汉族和蒙古族人群居多，

唐氏筛查分析结果与人种有关，但关于唐氏筛查分析结果与不

同种族的关系报道少见。本研究通过对鄂尔多斯地区不同种

族人群唐氏筛查结果的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蒙古族与汉族人

群甲胎蛋白（ＡＦＰ）、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检测水平

及本地区实际中位数与软件内嵌中位数的异同。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院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筛查的孕

中期（１４～１８＋６周）单胎孕妇９３４８例，年龄２０～５０岁，平均

２６．７１岁；平均体质量６３．８ｋｇ。所有被试均对产前筛查知情

同意，且本研究纳入的被试各项筛查指标、产前诊断结果资料

齐全。

１．２　方法　采集孕中期妇女空腹静脉血３ｍＬ，分离血清后立

即送检。采用电化学发光法（罗氏ＣｏｂａｓＥ６０１电化学发光仪）

检测ＡＦＰ和βＨＣＧ水平。胎儿的孕周以末次月经时间统计，

对未记清末次月经时间或与超声检查孕龄不符合的孕妇以超

声诊断确定孕周。应用ＳｓｄｗＬａｂ软件，结合孕妇年龄、孕周、

体质量、有无慢性病、吸烟等因素计算胎儿罹患２１三体综合

征、１８三体综合征、神经管畸形（ＮＴＤ）的风险，并分别以１／

２７０、１／２７０、ＡＦＰ大于或等于２．５动态中位数倍数（ＭｏＭ）设定

临界值作为截断值，大于截断值确定为筛查高危孕妇。

１．３　标准物与质量控制　标准化物及质控品均购自罗氏公

司，ＡＦＰ和βＨＣＧ标准物质分别可溯源至世界卫生组织凝血

值国际参考标准７２／２２５、第４代国际生物标准和质控机构的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参考标准７５／５８９。室内质控指标的批间差

异和批内差异（犆犞）均小于５％。卫生部室间质量评价的偏移

分别为不高于２．３６％和不低于１．９４％。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ｓｄｗＬａｂ及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中位数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狋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蒙、汉两族筛查高风险率比较　共检测出５８０例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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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总阳性率为６．２２％，其中２１三体综合征、１８三体综合征

和ＮＴＤ高风险者阳性率分别为４．１９％、１．６７％和０．３４％。汉

族被试的胎儿罹患２１三体综合征和１８三体综合征风险率与

蒙古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汉族被试的胎儿

罹患ＮＴＤ的风险明显高于蒙古族（犘＜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ＡＦＰ、βＨＣＧ水平与ＳｓｄｗＬａｂ软件内嵌水平比较　本地

区孕中期孕妇ＡＦＰ中位数与ＳｓｄｗＬａｂ软件内嵌中位数相比，

降低了９％；βＨＣＧ中位数上升了４％，对检测结果无明显影

响。见表２。

表１　　蒙、汉两族筛查高风险率比较［％（狀／狀）］

民族 狀 ２１三体综合征 １８三体综合征 ＮＴＤ

汉族 ８６７０ ４．１８（３６２／８６７０） １．６６（１４４／８６７０） ０．３６（３１／８６７０）

蒙古族 ６７８ ４．４２（３０／６７８） １．７７（１２／６７８） ０．１５（１／６７８）

合计 ９３４８ ４．１９（３９２／９３４８） １．６７（１５６／９３４８） ０．３４（３２／９３４８）

　　：犘＜０．０５，与汉族比较。

表２　　ＡＦＰ、βＨＣＧ与ＳｓｄｗＬａｂ软件内嵌中位数的比较

孕周 狀
ＡＦＰ

鄂尔多斯地区（ｎｇ／ｍＬ） 内嵌数据（ｎｇ／ｍＬ） 比率

βＨＣＧ

鄂尔多斯地区（ＩＵ／Ｌ） 内嵌数据（ＩＵ／Ｌ） 比率

１３＋４～１４＋３ ５８５ ２５．８８０ ２９．２９５ ０．８８ ５３３０１．０ ４７９４２．８７５ １．１１

１４＋４～１５＋３ １３４８ ３３．５３０ ３６．３３５ ０．９２ ４１８０２．０ ３８１３１．８６０ １．１０

１５＋４～１６＋３ ２１４２ ３８．５７５ ４１．５６０ ０．９３ ３１８９８．５ ２９８６７．５５０ １．０７

１６＋４～１７＋３ ２３７５ ４１．７８０ ４６．４００ ０．９０ ２３６６７．５ ２４５１９．０３０ ０．９７

１７＋４～１８＋３ ２０８６ ４８．３６０ ５２．７００ ０．９２ ２０４４６．０ ２１０８０．３４０ ０．９７

１８＋４～１８＋６ ８１２ ５６．１８５ ６０．９３５ ０．９２ １９４７３．５ １９４８５．４９５ １．００

３　讨　　论

相关文献报道，２１三体综合征、１８三体综合征及神经管

畸形的发病率较高，分别为１／８００～１／６００、１／４０００～１／３０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３］，给患儿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压力，对

国家的人口素质和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每例

唐氏患儿每年用于治疗的费用高达２５万，因此积极干预出生

缺陷意义重大。目前孕期唐氏筛查已相当普及，大多数县级以

上医疗及妇幼机构均可开展此项检查，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普

及程度低于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

的宣传及检测显得尤为重要。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鄂尔多斯市蒙古族人口为

１７６９１２人，占９．１２％。而本研究结果显示，本地区蒙、汉两族

孕中期孕妇９３４８例中共检出高风险孕妇５８０例，筛查总阳性

率为６．２２％，其中蒙古族４３例，在蒙古族参检孕妇中阳性率

为６．３４％，汉族５３７例，在汉族参检孕妇中阳性率为６．１９％。

唐氏筛查结果与人种密切相关［４５］，但对同一人种不同民族的

相关报道少见，本研究结果显示蒙古族与汉族孕妇在２１三体

综合征、１８三体综合征的风险率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由此可见民族并不是影响唐氏筛查结果的主要

因素。汉族ＮＴＤ风险率明显高于蒙古族，可能的原因有独特

的饮食文化等因素，如长期的肉食习惯补充了妊娠期必需的叶

酸，从而减少了胎儿罹患ＮＴＤ的风险率。但由于受检蒙古族

孕妇样本较少，仍需进一步研究探讨其机制。

本地区ＡＦＰ平均水平与软件内嵌参数比较，有９％的降

低，βＨＣＧ平均水平仅有４％的升高，这可能与软件内嵌数据

有亚洲人群基数有关，实际测得的中位数与俞冬熠等［６］统计的

青岛地区的ＡＦＰ、βＨＣＧ数值相似，与许碧云等
［７］统计江苏地

区孕中期母血 ＡＦＰ、βＨＣＧ的数值也相近，但由于ＳｓｄｗＬａｂ

软件内嵌数据统计的孕周不是从孕周的第一天算起，故未能与

其他学者的数据做横向比对。有研究显示不同地域的ＡＦＰ、β

ＨＣＧ平均水平有明显差异，使用非本地化数据计算的唐氏筛

查结果可造成一定比例的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的出现［８］。相

关研究也表明不同地区的 ＡＦＰ、βＨＣＧ中位数值与软件内嵌

中位数有明显差异，而使用实验室自身建立的中位数可有效的

区分阳性和阴性病例［９１１］。姚静怡等［１２］的研究证明建立的中

位数系统进行孕中期唐氏综合征筛查可降低假阳性率，提高筛

查效率。ＳｓｄｗＬａｂ软件具有以本地数据源进行统计并制定本

地化 ＭｏＭ的功能，因此建立与实验室筛查人群及检测数据相

匹配的中位数数据，并定期加以修正，可以有效提高产前筛查和

产前诊断的效率。在提高唐氏综合征检出率的同时，降低不必

要的侵入性产前诊断操作，以保证孕妇和胎儿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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