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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雌三醇$

FU'

&和人胎盘催乳素$

E)T

&是胎盘产生的激

素#

FU'

和
E)T

水平能反映胎盘功能和胎儿宫内发育状

态)

!,"

*

'子痫前期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主要表现为妊娠期高

血压和蛋白尿#如不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可引起胎盘早剥(胎

儿生长受限(早产(死胎等不良妊娠结局)

'

*

'目前研究发现子

痫前期与胎盘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

=

*

#本文通过对孕
"%

周以

上的孕妇进行血清
FU'

和
E)T

检测#探讨血清
FU'

和
E)T

与

子痫前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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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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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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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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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在本院产科门诊

产检被诊断为子痫前期的
!"'

例孕妇纳入观察组#平均年龄

$

"%#"̂ $#%

&岁#其中初产妇
'&

例#占
"8#'P

'另选择同期健

康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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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纳入对照组#平均年龄$

"<#!̂ =#8

&岁#其中初产

妇
$(

例#占
''#'P

'纳入标准!$

!

&单胎妊娠%$

"

&孕产妇产前

无慢性高血压(贫血(糖尿病及肾脏疾病史%$

'

&无服用高血压

药及心血管药物史%$

=

&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多胎妊娠(

原发性高血压(心脏病(肾病(妊娠合并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

常(孕前严重的蛋白尿(重大胎儿畸形(胎死宫内#以及近
"

周

内曾使用过降压药(利尿剂(硫酸镁(皮质醇类药物治疗者'子

痫前期诊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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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
"(

周后收缩压大于或等于
!=(33R

-

和

$或&舒张压大于或等于
8(33 R

-

%尿蛋白总量大于或等于

(#'

-

"

"=E

或随机尿蛋白阳性'两组孕妇年龄及初产妇百分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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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检测仪器
>E@C3?7V'

酶标仪由美国热电

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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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UTQ*5

&和
C̀@@U:DC2?/

UTQ*5

试剂盒由德国
+46

公司提供#均按照说明书进行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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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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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孕妇均分别在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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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和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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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

个阶段各采血
!

次'抽取空腹静脉血
$3T

#分离血清

后放置
_<([

保存备用#血清
FU'

和
E)T

均采用
UTQ*5

法进

行测定'

?#B

!

统计学处理
!

运用
*)**!%#(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A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3

检验%计数

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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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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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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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一般情况及妊娠结局比较
!

对照组分娩孕周晚于观

察组#早产儿百分比低于观察组#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大于观察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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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血清
FU'

和
E)T

水平比较
!

随着孕周增加两组孕

妇血清
FU'

和
E)T

水平有升高趋势#在相同孕期中对照组血

清
FU'

和
E)T

均较观察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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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一般临床情况及妊娠结局比较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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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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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张压

$

A /̂

#

3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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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娩时孕周

$

A /̂

#周&

新生儿出生体质量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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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产儿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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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血清
FU'

和
E)T

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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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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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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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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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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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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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

&

E)T

$

"

-

"

3T

&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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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盘除了具有母胎间物质的交换功能外#在妊娠过程中还

具有内分泌功能#可分泌妊娠相关的激素(生长因子#对维持妊

娠和胎儿发育有重要的作用'在妊娠期间检测胎盘分泌的激

素可以了解胎盘和胎儿的情况'

雌三醇是妊娠期的主要雌激素#其合成过程由胎儿和胎盘

共同参与#检测血中雌三醇的水平#特别是
FU'

的浓度#可以

了解胎盘功能和胎儿发育情况'

FU'

低下与妊娠不良结局密

切相关)

&

*

'研究发现#

FU'

低下与妊娠期糖尿病(羊水过少(先

兆早产和小于胎龄儿等有关)

<,%

*

'

E)T

是通过胎盘的合体滋养

层细胞合成的激素#

E)T

分泌量与胎盘大小呈正比#且随孕周

增加相应增高'

E)T

和
FU'

一起可作为监测胎盘功能的指

标'子痫前期与胎盘功能有紧密的联系#胎盘功能不全是子痫

前期病理生理的重要环节)

8

*

'本研究发现#子痫前期孕妇早产

儿百分比比健康孕妇高#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低下#

FU'

和
E)T

在不同的孕周均较健康孕妇低'表明
FU'

和
E)T

与子痫前期

不良结局有较紧密的联系'但是#本研究纳入病例数较少#且

并非多中心研究#没有进行相关性分析#存在不足'可在后续

研究中增加病例数#进行多中心研究#并做相关性分析以进一

步了解
FU'

和
E)T

与子痫前期的关系'

综上所述#子痫前期孕妇
FU'

和
E)T

水平下降#与妊娠结

局具有相关性'因此#应该在孕期进行常规的
FU'

和
E)T

监

测#充分发挥
FU'

和
E)T

在临床产前监测的价值'此外#要定

期进行产前检查#降低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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