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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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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结扎脐带是指胎儿娩出至少
3'9

后或待脐

动脉搏动消失后再结扎脐带'

!

(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

发现#相比于立即断脐#延迟结扎脐带对新生儿和产

妇有许多益处#包括促进新生儿呼吸功能的建立&提

高新生儿铁储备&降低新生儿贫血率&减少产妇产后

出血等'

"/&

(

)剖宫产术是产科领域中的重要手术之

一'

%/3

(

)在我国#剖宫产比例高达
&3$%+

'

:/(

(

)在当下

的剖宫产术中#胎儿取出后行常规断脐处理#即取出

胎儿后
#'9

内结扎脐带'

7

(

)而目前鲜有关于剖宫产

术中延迟结扎脐带的报道)本研究通过比较延迟结

扎脐带与立即断脐的新生儿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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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黄

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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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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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及产妇产后
"&B

内出血量的关系#旨

在探究延迟结扎脐带在剖宫产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

断脐时间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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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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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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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行剖宫

产的产妇与新生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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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妊娠周数$

#7$#b&$!

%周)产妇纳入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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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胎妊娠)排除标准!所

有研究对象均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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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阴性&恶性肿瘤&糖尿病&

慢性血液系统疾病&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及免疫系统疾

病等)产妇在生产前
!

天由专业医护人员采用乙二

胺四乙酸$

0-<.

%抗凝管抽取清晨空腹静脉血
%4U

进行血常规检测$中国迈瑞公司
],/%'''

血球仪%)

由专业研究人员采集产妇的年龄&妊娠周数&体质量

指数$

]VP

%&血型&吸烟史&饮酒史与新生儿出生体质

量等基本资料)本研究的开展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所有纳入对象均签署了项目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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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
]

组在等待断脐过程中将新生儿置低于

胎盘
!'E4

的位置#对照组在取出胎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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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结扎

脐带)由专业医护人员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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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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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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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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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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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无名指手指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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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检测方法为氰化

高铁血红蛋白$

5̂,W

%比色法#试剂盒由上海经科化

学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

作)

Ĵ

检测仪器为中国迈瑞公司
],/%'''

血球仪)

胆红素检测方法为重氮试剂法#试剂盒由山东博科生

物产业有限公司提供)记录
#

组新生儿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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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的生理性黄疸发生比例与产妇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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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出血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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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评分$分% 皮肤颜色 心率 对刺激的反应 肌肉张力 呼吸情况

'

分 青紫&苍白 无 无 松弛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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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四肢青紫&身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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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 有些动作#如皱眉 四肢略屈曲 慢#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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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全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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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 哭&咳嗽 四肢可活动 正常#哭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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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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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bA

#

2

"

U

%

!77$'b!!$#

AJ

!(#$!b!'$" !(!$3b7$( "$7(: '$''"

:"B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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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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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结扎脐带是指胎儿娩出至少
3'9

后或待脐

动脉搏动消失后再结扎脐带)由于约
!

"

#

的胎儿循

环血量存在于胎盘'

!'/!!

(

#出生后延迟结扎脐带#并且

将新生儿放置于低于胎盘位置#足月新生儿可获得大

约
"'

!

#'4U

"

N

2

的血容量)因而从理论上讲#胎儿

出生后延迟结扎脐带可使胎儿获得更多的红细胞及

造血干细胞#有利于肺&脑等重要生命器官的灌输#提

高
Ĵ

水平与铁储备#减少新生儿贫血的发生率)但

考虑到胎儿血容量的增加同时也会加大肝脏负荷#使

新生儿胆红素水平增高#可能会增加黄疸的发生率#

延迟结扎脐带尚未在国内推广'

!"

(

)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延迟结扎脐带引起了

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0

等'

!#

(对
:#(

例新生儿的

随机对照研究结果表明#延迟结扎脐带$

#456

%可降

低新生儿输血率#以及新生儿脑室内出血&坏死性小

肠结肠炎等的发生率)万俊等'

!&

(对
":&

例自然分娩

的新生儿的前瞻性研究发现#延迟结扎脐带能提高铁

储备#改善新生儿缺铁性贫血#有利于婴幼儿生长发

育)此外#在早产儿中#延迟结扎脐带亦有许多优势)

例如#胡小黎'

!%

(的研究发现#在合理保温与初步复苏

的条件下#延迟断脐至
!"'9

#能更好地改善早产儿的

预后)关于延迟结扎脐带对新生儿黄疸的影响#国内

外也有相关研究报道)例如#高燕等'

!3

(对
!'''

例新

生儿的前瞻性研究结果表明#延迟脐带结扎并不会增

加新生儿黄疸与高胆红素血症发生率#不会对新生儿

健康产生不利影响)该结论在国外研究中亦被证

实'

!:

(

)除对新生儿有益外#延迟结扎脐带对产妇也有

潜在益处)罗茜等'

!(

(对
33#

例正常单胎自然分娩产

妇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当脐动脉停止搏动后结扎脐带

可显著减少产妇的产后出血量)

目前关于延迟结扎脐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自然

分娩的产妇与新生儿#鲜有关于其对剖宫产产妇与新

生儿影响的报道)本次研究通过对
!%'

对剖宫产产

妇与新生儿进行随机分组#首次探究了延迟结扎脐带

对剖宫产新生儿
Ĵ

&胆红素水平&黄疸发生率&

.

C2

AF

评分及产妇产后
"&B

出血量的影响#并对比了不同的

延迟结扎时间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剖宫产术中延

迟结扎脐带
"

!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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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与万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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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分娩新生儿中的结果相

一致#延迟结扎脐带对剖宫产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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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提升

有重要意义+此外#笔者还发现延迟结扎脐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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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早产儿的研究发现#延迟结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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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评分

较未延迟结扎显著提高#且可显著降低早产儿的死亡

风险#本次的研究结果与其研究有所互补#笔者在剖

宫产新生儿中证实延迟结扎可有效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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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评分#

提示延迟结扎在改善新生儿生理功能等方面具有一

定价值)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发现延迟结扎脐带还可

以降低产妇产后出血量#该研究结果与此前的研究结

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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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生儿的血胆红素水平与黄疸发

生率方面#本研究结果显示延迟结扎的新生儿与其他

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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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均提

示延迟结扎脐带不仅适用于自然分娩#也适用于剖宫

产#具有临床推广价值)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延迟结

扎脐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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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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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断脐对剖宫产新生儿与

产妇无显著影响#但由于本次研究收集的样本数量有

限#该结论有待后续大样本研究证实)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了延迟结扎脐带在剖宫产

术中的应用价值#并证实延迟断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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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对剖宫产

产妇及新生儿均有积极影响#有望为临床最佳断脐时

间的确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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