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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痫前期是妊娠特有疾病%患者主要表现为高血

压&蛋白尿等%在我国子痫前期发病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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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孕产妇和围生儿不良健康状况的

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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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痫前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目前%仍不能确定其具体病因和发病机制%且

针对子痫前期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主要以对症治疗

和尽早结束妊娠为主%如治疗不及时可对母体和胎儿

造成较大的安全隐患'因此%通过对子痫前期实验室

相关指标进行分析%探索与子痫前期患者病情变化有

关的实验室指标%对患者进行早诊断&早干预&早治疗

是降低子痫前期患者不良症状&改善妊娠结局的关

键'本研究通过对孕妇相关实验室检验指标进行病

例对照研究%评价了相关指标与子痫前期的关系%同

时%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多因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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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分析和受试者工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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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分析%以

排除其他实验室相关指标的混杂效应%旨在探索能反

映子痫前期患者患病情况的敏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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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痫前期是严重威胁孕产妇和围生儿健康状况

的妊娠期特有疾病%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因此%探索

子痫前期的孕期诊断指标并利用相关指标对子痫前

期孕妇进行辅助诊断对子痫前期的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校正了其他实验室指标混杂

效应影响后子痫前期孕妇血清
0a

&

<0

&

\1

水平是能

反映子痫前期患病情况的独立敏感指标%与其他相关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

)

'同时%本研究
=>5

曲线分析

表明%

0a

&

<0

&

\1;

项指标联合诊断时
=>5

曲线下

面积最高%即
;

项指标联合诊断子痫前期的效果更

好%对临床诊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有研究表明%子痫前期的主要发病机制虽然不能

确定%但可能与孕早期胎盘植入异常&螺旋动脉生成

障碍&胎盘缺血等因素有关(

B9*

)

'由于胎盘供血不足&

机体大量释放炎性细胞因子%造成胎盘缺血&缺氧及

细胞免疫反应增强%损伤内皮细胞%导致血管痉挛&收

缩%导致血压升高(

'(

)

'

血管内皮损伤还可引起
0a

等脂类物质大量释

放进入血液或沉积于血管壁造成动脉粥样硬化%进一

步加重子痫前期症状'相关研究表明%

0a

等血脂代谢

异常不仅是子痫前期的临床表现%还可能与子痫前期的

发生&发展有重要关系(

''

)

'因此%在孕期检查过程中加

强对
0a

等血脂相关指标的检测具有重要意义'

肾脏是子痫前期患者最易受损的脏器之一%随着

子痫前期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变化%肾小球毛细血管会

出现痉挛%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导致血压升高和肾脏

损害%肾功能相关指标随之升高(

')9';

)

'本研究同样发

现%子痫前期孕妇
\1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孕妇'相关

研究表明%

\1

等肾功能指标升高与含氯代谢产物排

出障碍有关%且随疾病进展%即妊娠期血压的升高肾

功能损害具有逐渐加重趋势(

'A

)

'因此%在孕早期有针

对性地进行
\1

等肾功能指标检测对子痫前期的诊

断具有重要价值'

由于子痫前期患者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紊乱与障

碍%导致合成和分泌的凝血和抗凝血因子发生改变%

凝血与纤溶功能失调%凝血功能出现异常(

'8

)

'子痫前

期孕妇血液较健康孕妇表现出血液+超高凝状态,

(

'7

)

'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

<0

水平是子痫前期孕妇病症的

独立影响因素%子痫前期孕妇
<0

水平显著低于健康

孕妇%提示凝血指标变化可作为管理子痫前期孕妇的

重要参考指标'

本研究并未发现血常规及肝功能相关指标在子

痫前期孕妇和健康孕妇间的差异性%提示血常规&肝

功能指标可能不是子痫前期患者的敏感指标%但并不

能完全否定其临床意义'由于受样本量的影响%本研

究并未对轻度子痫前期和重度子痫前期的相关检验

指标进行深入比较%故期待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试

验进一步验证'

F

"

结
""

论

""

子痫前期的主要发病机制目前虽不能完全清楚%

但可证实子痫前期患者的生理&病理改变可引起血

脂&肾功能&血凝等指标变化%因此%在临床检查&治疗

过程中综合利用这些实验室指标变化对子痫前期早

期诊断和及时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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