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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妊娠孕妇血清
*

#"#

岩藻糖苷酶"

+Qb

$在妊娠胎盘功能监测中的应用&方法
!

比较分析
&'*

例晚期胎盘

功能低下%

&'*

例正常妊娠不同孕期孕妇及
)*

例健康未孕妇女的血清
+Qb

的变化!并对
&'*

例晚期胎盘功能孕妇血清
+Qb

与

游离雌三醇"

b.$

$%胎盘生乳素"

OL"

$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

妊娠期血清
*

#"#

岩藻糖苷酶从孕中期开始上升!孕晚期达到高

峰#胎盘功能低下孕妇的血清
*

#"#

岩藻糖苷酶低于正常孕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胎盘功监测指标
b.$

和
OL"

存

在一定的相关性"

<

分别为
*(%$7

和
*(%)6

!

;

$

*(*%

$&结论
!

+Qb

可作为妊娠胎盘功能的常规生化监测指标&

关键词"晚期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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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胎盘功能主要用于监测胎儿宫内安危#预测妊娠结

局#保证母婴健康)临床上用胎盘的分泌功能及胎盘的成熟度

监测胎盘功能#评价胎盘功能及胎儿宫内情况的临床指标有多

种#如羊水指数#胎盘分级#胎心电子监护#血清游离雌三醇

$

b.$

&*胎盘生乳素$

OL"

&水平等'

&

(

)由于妊娠期母体胎盘激

素个体变异大#胎盘功能多且潜力较大#任何一项功能检测指

标只能反应胎盘的一个侧面或部分功能#不能相互取代#常联

合多个指标激素及
-

超共同监测胎盘功能)通过研究孕晚期

胎盘功能低下的妊娠妇女母体血清
*

#"#

岩藻糖苷酶$

+Qb

&水

平与
b.$

*

OL"

的相关性#初步探索
+Qb

在监测胎盘功能的

应用价值)

A

!

材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1

月至
'*&7

年
1

月于广州市妇

女儿童医疗中心珠江新城院区进行产检单胎生育的健康孕妇

&'*

例$健康组&及通过孕激素联合
-

超确诊为胎盘功能低下

的孕妇
&'*

例$记为试验组&#所有纳入对象均排除孕前急*慢

性疾病和妊娠期疾病!$

&

&孕前合并有慢性疾病史#如高血压*

慢性肾炎*糖尿病*血液病*慢性肝病*内分泌疾病*长期使用类

固醇激素者*孕前患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妇女%$

'

&妊娠期疾病)

健康妇女来自本院检验中心健康的体检对象
)*

例$记为对照

组&)三组人群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二组妊娠

孕妇孕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A(B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日立
61**

全自动生化分仪检测

+Qb

#

+Qb

测检试剂为北京九强生物科技公司生产#血清

b.$

和胎盘泌乳素检测使用雅培化学发光分析仪及配套试

剂)所有检测前均进行质控检测#质控数据在控后进行标本

检测)

A(C

!

标本采集
!

均选择空腹分离胶真空采血管采集标本#健

康组采集妊娠早期*中期和晚期标本#试验组仅采集了妊娠晚

期标本#按试验要求分离保存和检测标本)

A(D

!

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数据采用
/L//&1(*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D\@

表示)显著性水准取

*

]*(*%

#

;

$

*(*%

则认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相关性分析使用

L:?A485

分析)

B

!

结
!!

果

B(A

!

组间两两比较
!

对照组和健康组孕早期
+Qb

变化不明

显#而从孕中期开始#母体血清
+Qb

水平不断上升#而实验组

孕妇
+Qb

显著低于同孕期的健康组$

;

$

*(*%

&#见表
&

)

B(B

!

健康组孕晚期和试验组孕女血清
+Qb

和
b.$

*

OL"

的

水平比较
!

见表
'

)

B(C

!

试验组孕晚期血清
+Qb

和
b.$

*

OL"

的相关性分析
!

试验组
+Qb

水平与
b.$

*

OL"

分别进行
L:?A485

相关性分

析#

<

分别为
*(%$7

$

;]*(*'

&和
*(%)6

$

;

$

*(*%

&#

+Qb

与

b.$

*

OL"

中等程度相关)

+

'0$'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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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各组血清
+Qb

水平比较%

D\@

&

组别
#

孕周
+Qb

$

b

"

"

&

> ;

对照组
)* Z &%(1\7(6

"

Z Z

健康组

!

早期
&'* &7(1\1() &7('\%($ &()$ *('0

!

中期
&'* '%(1\6(' 7&()\)(7 ')(%

$

*(*%

!

晚期
&'* $%(1\%() %6(*\)(0

"

&$('%

#

$

*(*%

试验组$晚期&

&'* $%('\1(' 7'(6\)(1 &'($6

$

*(*%

!!

"

!

;

$

*(*%

#与对照组*健康组孕晚期比较%

#

!

;

$

*(*%

#与健康组

孕晚期比较)

表
'

!!

健康组孕晚期和试验组母体血清
+Qb

$

b.$

$

!!!

OL"

的水平比较%

D\@

&

级别
# +Qb

$

b

"

"

&

b.$

$

5@8>

"

"

&

OL"

$

@

J

"

"

&

健康组
&'* %6(*1\)()'

"

&1(11\)()$

"

1(&'\%(*1

"

试验组
&'* 7'(66\)(16 &&(1*\1(76 7('7\$(6)

> Z '$('% &%(&6 1('$

; Z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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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Qb

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为$

'6*

$

$0*

&

&̂*

$ 的糖蛋白#

广泛分布于人体各种组织细胞溶酶体及体液中#如胎盘*胎儿

组织*脑*肺*肝*胰*肾以及血清*尿液*唾液和泪液等)

+Qb

是一种酸性水解酶#能催化含岩藻糖的低聚糖*糖肽等生物活

性大分子的代谢)

+Qb

发现早期主要用于遗传性
+Qb

缺乏

症的诊断及其和遗传性黏多糖贮积病的鉴别诊断#后来研究发

现也可用于肝癌的诊断)随着对
+Qb

的不断深入研究和临

床应用#发现许多疾病均可引发
+Qb

变化#可广泛用于多种

疾病的监测和诊断)

近年来#

+Qb

在产科应用越来越多#有文献报道#妊娠妇

女血清
+Qb

随孕程的进展而升高#从第
7

孕月起逐渐上升#

到笫
)

孕月达峰值#在分娩或人工终止妊娠后迅速下降#

%9

后

将恢复正常#与本研究结论相同#但因试剂*方法学的不同#以

及受试人群与孕周的差异#各实验室健康孕妇
+Qb

结果略有

差异#影响了
+Qb

的临床应用'

'#0

(

)妊娠期导致
+Qb

水平增

高的原因可能是!妊娠期孕妇体内激素变化#使含岩藻糖的糖

蛋白和糖脂代谢紊乱%妊娠晚期孕妇的肝脏负荷增加而使

+Qb

的处理能力下降%孕期时组织糖苷酶的释放增加%来自胎

儿的肝*肠组织的
+Qb

增加%或胎盘组织可分泌
+Qb

等原因

导致)从本研究中发现#健康非孕女性和早期妊娠妇女
+Qb

的较低#在妊娠中*晚期显著升高#因此#可作为胎儿生长发育

的监测指标)

胎盘具有物质交换*代谢*防御以及内分泌功能#是妊娠期

维持胎儿在母体子宫内生长发育的重要营养补给器官)为了

保证宫内胎儿安全及良好的妊娠结局#定期进行胎盘功能检查

可间接了解胎儿在宫内的情况#评估胎儿储备功能)临床对胎

盘功能监控指标多种多样#希望通过各种手段从不同的角度监

测和了解胎儿宫内生长环境及发育情况#如胎儿羊水指数#胎

盘分级#胎心电子监护#胎动计数#血清
b.$

*

OL"

水平等)胎

盘是妊娠期特有的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可合成许多非妊娠

期所没有或平时水平很低的激素#主要存在于母体血循环中)

目前#临床常利用血清
b.$

和
OL"

检测指标#能简便*快速*

较客观地评价胎盘功能'

&&#&$

(

)但由于血清
b.$

和
OL"

水平

变异及个体差异的存在#加之胎盘功能的潜力较大#单项测定

的阳性检出率较低#临床早期诊断不敏感#因此单项测定
b.$

和
OL"

值正常并不代表胎盘的其他功能正常#寻找更加敏感

特异的监测指标是产科努力的方向)

本研究发现#胎盘功能低下的妊娠妇女#孕晚期血清
+Qb

和
b.$

呈中等正相关$

<]*(%$7

#

;]*(*'

&#与
OL"

呈中等正

相关$

<]*(%)6

#

;

$

*(*%

&)表明
+Qb

在胎盘功能低下时与

b.$

和
OL"

同趋势关联变化#可作为胎盘功能低的指示

之一)

综上所述#

+Qb

可用作胎盘功能指标#联合
b.$

和

OL"

#可提高胎盘功能低下的检出率)通过加强孕期保健#降

低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为孕晚期分娩方式选择和临床产科

干预提供科学依据#对改善围生儿结局和优生优育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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