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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主要生化指标及其对妊娠结局的影响!为临床提供参考$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3

月至
.'&-

年
3

月收治的
3-

例妊娠糖尿病患者为观察组!选取
3-

例同期分娩的健康产妇作

为对照组!用
@

检验比较两组产妇空腹血糖%三酰甘油%尿酸%血清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等主要生化指标间的

差异$用
!

. 检验或
O56%C[

精确概率法分析生化指标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结果
"

病例组和对照组间空腹血糖%

三酰甘油%尿酸%血清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等主要生化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妊娠期糖尿病

产妇中!空腹血糖异常组巨大儿%早产儿%胎膜早破%新生儿黄疸%胎儿窘迫发生率更大&三酰甘油异常组巨大

儿%早产儿%胎儿窘迫发生率更高&血清总胆固醇值超标组巨大儿%早产儿发生率更高&高密度脂蛋白值超标组

胎儿窘迫发生率更高&尿酸值超标组早产儿%胎膜早破发生率更高$结论
"

空腹血糖%三酰甘油%尿酸%血清总

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等生化指标对妊娠期糖尿病早诊断%早干预!改善妊娠结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妊娠期糖尿病&

"

生化指标&

"

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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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孕妇中约
('@

为妊娠期糖尿病$

P0J

&(

我国
P0J

发生率为
&@

"

;@

*

&

+

(部分地区发病率达

到
313@

*

.

+

(如果孕期血糖控制不良对母体胎儿健康

影响较大(可导致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糖尿病酮症酸

中毒)自然流产)胎膜早破等一系列并发症(并可导致

巨大儿)早产儿)新生儿呼吸窘迫)新生儿黄疸等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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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结局(且母儿将来患
.

型糖尿病)代谢功能异常

的概率明显增加*

2,8

+

'目前(生化检验是临床上诊断

P0J

的主要依据(且有经济)方便)快速)准确等特

点*

;

+

'本文对
P0J

患者的主要生化指标进行分析并

探讨其与妊娠结局的关系(为早期检测)诊断糖尿病

并及时干预(减少并发症(改善妊娠结局提供参考依

据'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3

月至
.'&-

年
3

月在

该院分娩的
3-

例
P0J

患者作为观察组(年龄
&(

"

8&

岁(平均$

.912g-12

&岁(平均孕期$

.3(18g..13

&

天(初产妇
2'

例(经产妇
2;

例'通过电子病历系统

选取
3-

例同期在相同科室分娩的健康产妇作为对照

组(年龄
.'

"

2(

岁(平均$

.91(g&'18

&岁%平均孕期

$

.-&1.g.;18

&天(初产妇
2-

例(经产妇
2.

例'对照

组与观察组产妇年龄)孕期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

%

'1';

&'本研究已经过该院伦理委

员会审核并同意'

$1%

"

病例的诊断与纳入排除标准

$1%1$

"

妊娠合并糖尿病诊断标准
"

所有妊娠合并糖

尿病患者均符合人民卫生出版社0妇产科学1

*

&

+和我

国0妊娠合并糖尿病诊治指南$

.'&8

&1相关诊断标准'

具体诊断标准为!$

&

&在妊娠
.8

"

.9

周以及
.9

周后

首次就诊时行葡萄糖耐量负荷试验$

+PDD

&'$

.

&

-;

Z

+PDD

方法!

+PDD

前禁食至少
9%

(试验前连

续
2K

正常饮食(即每日进食碳水化合物不少于

&;'

Z

(检查期间静坐)禁烟'检查时(

;U57

内口服含

-;

Z

葡萄糖的液体
2''UH

(分别抽取孕妇服糖前及

服糖后
&

)

.%

的静脉血$从开始饮用葡萄糖水计算时

间&(放入含有氟化钠的试管中(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

测定血糖水平'$

2

&服糖前及服糖后
&

)

.%

(

2

项血糖

值应分别低于
;1&

)

&'1'

)

91;UU#"

"

H

$

(.

)

&9'

)

&;2

U

Z

"

KH

&'任何一项血糖值达到或超过上述标准即诊

断为
P0J

'$

8

&孕妇具有妊娠合并糖尿病高危因素(

首次
+PDD

结果正常(必要时可在妊娠晚期重复

+PDD

'$

;

&未定期检查者(如果首次就诊时间在妊

娠
.9

周以后(建议首次就诊时或就诊后尽早行
+P,

DD

或空腹血糖检查'

$1%1%

"

纳入标准
"

$

&

&所有妊娠合并糖尿病患者均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

.

&单胎妊娠%$

2

&分娩前无先兆

流产)先兆早产(无合并心脏病)高血压)前置胎盘)胎

儿宫内发育迟缓等其他内)外科疾病*

8

+

'排除标准!

$

&

&人工辅助受孕%$

.

&妊娠前已确诊为糖尿病患者或

有糖尿病家族史%$

2

&合并严重的内)外科疾病%$

8

&有

明确其他原因引起的不良妊娠结局%$

;

&产妇有既往

分娩史%$

3

&多胎妊娠'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ETT&(1'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以
MgF

表示计量资料(并用独立样本
@

检

验方法比较组间差异%计数资料用
!

. 检验或
O56%C[

精确概率法进行统计分析%

!

$

'1';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1$

"

两组产妇主要生化指标值比较
"

两组产妇产前

主要生化指标值情况见表
&

(两组空腹血糖)三酰甘

油)尿酸)血清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水平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

表
&

""

两组产妇产前主要生化指标值比较#

MgF

%

UU#"

'

H

$

组别
&

空腹血糖 三酰甘油 尿酸 血清总胆固醇 高密度脂蛋白

观察组
3- 31(g&1- .182g&1&( 2--12g-(19 31.g&19 .1;g'1;

对照组
3- ;13g&18 &18-g'13' 2;91-g;;12 81-g&1& &19g'13

@ 8192 ;1(' .18& ;19. 213.

!

$

'1'''&

$

'1'''& '1'&-2

$

'1'''& '1'''8

表
.

""

两组产妇妊娠结局比较#

&

$

组别 巨大儿 早产儿 胎膜早破 新生儿黄疸 胎儿窘迫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2 . 2 '

!

.

31(. 31'9 81(9

! '1''( '1'&8 '188&

!

'1'.3 '1'&2

!

""

注!

!精确概率法

%1%

"

两组产妇妊娠结局比较
"

两组巨大儿)早产儿)

新生儿黄疸及胎儿窘迫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1';

&'而两组胎膜早破的发生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

%1&

"

P0J

产妇主要生化指标与妊娠结局关系分析

"

P0J

患者产前空腹血糖异常组巨大儿)早产儿)新

生儿低血糖)胎膜早破)新生儿黄疸)胎儿窘迫的发生

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三

酰甘油异常组巨大儿)早产儿和胎儿窘迫的发生率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与

总胆固醇值正常组相比(异常组巨大儿)早产儿的发

生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高密度脂

蛋白异常组胎儿窘迫的发生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1';

&'尿酸异常组早产儿和胎膜早破的发生

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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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妊娠合并糖尿病产妇产前主要生化指标与妊娠结局关系分析#

&

$

生化指标
&

巨大儿 早产儿 胎膜早破 新生儿黄疸 胎儿窘迫

空腹血糖

"

21(

"

31&UU#"

"

H 82 . ; & 2 '

"%

31&UU#"

"

H .8 - - 3 9 -

!

.

-1(3 (1-3 -19' &81''

! '1''; '1''. '1'';

!

'1''; '1'''

三酰甘油

"&

&1-UU#"

"

H ;8 ; 3 - 3 2

"%

&1-UU#"

"

H &2 8 3 ' ; 8

!

.

81&- 91(( &199 '1;. -1&.

! '1'8& '1''2 '122' '18-' '1''9

总胆固醇

"

213

"

31;UU#"

"

H ;8 ; - ; ; 3

"%

31;UU#"

"

H &2 8 ; . 3 &

!

.

81&- 8132 '18. '1.( '1&2

! '1'8' '1'2& '1;&- '1;99 '1-&9

高密度脂蛋白

"

'1(

"

.12UU#"

"

H ;. 3 - ; - 2

"%

.12UU#"

"

H &; 2 ; . 8 8

!

.

-1&9 21&2 '1&- &189 ;182

! '12(- '1'-- '13-9 '1..8 '1'.'

尿酸

"

&;'

"

82'UU#"

"

H ;2 3 3 2 &' -

"%

82'UU#"

"

H &8 2 3 8 & '

!

.

'1(- -18( 31.& &1&& .1'-

! '12.8 '1''3 '1'2' '1.(. '1&;&

""

注!

!

O56%C[

精确概率法

&

"

讨
""

论

""

P0J

的发病机制主要与孕妇体内胰岛素分泌减

少和胰岛素敏感性下降等有关*

3,-

+

'胰岛素为调节胎

儿生长的主要激素(

P0J

孕妇与健康孕产妇相比(血

糖含量较高'大量血糖可通过胎盘提供给胎儿(胎儿

体内血糖升高会进一步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使胎儿

生长过度(引起巨大儿*

8

+

'此外(高血糖引起的胎盘

血管病变可直接影响胎盘供血功能(和后期引发的酮

症酸中毒*

9

+等症状一起导致了早产)呼吸窘迫)高胆

红素血症等不良妊娠结局*

(

+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除血糖含量检测以外(对糖尿病患者血中脂类指

标的检验也对糖尿病的诊断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

义(检验指标主要为总胆固醇)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

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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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表明
P0J

患者出现血脂异常主要

与胰岛素抵抗有关(胰岛素缺失可引起胆固醇含量升

高和高密度脂蛋白水平降低)高脂血症等症状(增加

发生巨大儿)早产儿)胎儿窘迫等并发症的概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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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次研究发现与健康孕产妇相

比(

P0J

孕产妇体内空腹血糖)三酰甘油)尿酸)血清

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水平更高'

有文献表明(

P0J

患者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较

健康孕产妇更强(严重时可引起嘌呤代谢紊乱和肝肾

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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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血中尿酸浓度升高(当血中尿酸较高

时容易出现胎盘血管炎症反应(损伤血管内膜(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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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检验

通常是临床上诊断糖尿病的重要依据(本次研究发现

除空腹血糖和三酰甘油外(由糖尿病患者代谢功能紊

乱引起的尿酸)三酰甘油)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等

指标的变化(这与其他非
P0J

相关研究结果相似'

提示在临床工作中应重视对总胆固醇)三酰甘油)高

密度脂蛋白等相关指标的检测(其对
P0J

的诊断具

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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