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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血清
3X]

#

Q2

#

W8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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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研究!

汪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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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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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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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县人民医院放免室!陕西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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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超声影像科!陕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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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孕妇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3X]

%'叶酸"

Q2

%及维生素
Y!"

"

W8BY

!"

%的变化情况及其与妊

娠期高血压疾病及胎儿生长受限的关系!为母婴孕产期保健提供临床指导&方法
#

!#;

例妊娠高血压疾病孕妇

设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

!!6

例胎儿生长受限孕妇设为胎儿生长受限组!并以同期
!''

例健康孕妇为对照组!

比较各组血清
3X]

'

Q2

及
W8BY

!"

血清水平&结果
#

胎儿生长受限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对照组中血清

3X]

'

Q2

及
W8BY

!"

水平在任意两组之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7

$

&$&(

%!胎儿生长受限组'妊娠期高血

压疾病组'对照组血清
3X]

水平依次降低!

Q2

及
W8BY

!"

水平依次升高#胎儿生长受限组孕妇血清
3X]

水平

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出生身长均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7

$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孕妇血清
3X]

水平与孕期舒张压'收缩压均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6S

'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7

$

&$&(

%&结论
#

妊娠晚期对孕妇血清
3X]

'

Q2

'

W8BY

!"

水平监测有利于防范妊

娠高血压及胎儿生长受限的发生!对于妊娠期妇女的孕期保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同型半胱氨酸#

#

叶酸#

#

维生素
Y!"

#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

胎儿生长受限

!"#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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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

文章编号"

!%;#<'!#&

"

"&!6

%

!"<!(!"<&#

文献标识码"

Y

##

作为组织细胞
Z12

合成的重要辅酶%叶酸(

Q2

)

及维生素
Y!"

(

W8BY

!"

)与胎儿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

有研究发现
Q2

摄入不足可导致胎儿生长受限%甚者

可造成胎儿畸形'死胎等严重后果#

!

$

&同型半胱氨酸

(

3X]

)为甲硫氨酸代谢产物%

Q2

及
W8BY

!"

不足可造

成
3X]

去路受阻%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各类血

管性疾病关系密切#

"

$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本院
"&!(

年
!

月至
"&!S

年
!

月
'&&

例孕妇
3X]

'

Q2

及
W8BY

!"

的情况%旨在研究孕妇血清
3X]

'

Q2

及
W8BY

!"

的水

平变化情况及其与胎儿生长受限及妊娠期高血压的

关系%为孕产期母婴保健提供临床指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
"&!(

年
!

月至
"&!S

年
!

月间本院
'&&

例孕妇为研究对象%

!#;

例临床确诊妊

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孕产妇设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

平均年龄(

";$;e'$(

)岁%平均孕周(

#%$"e"$#

)周-

!!6

例胎儿生长受限孕产妇设为胎儿生长受限组%平

均年龄(

";$!e'$S

)岁%平均孕周(

#%$6e"$;

)周-并

以同期
!''

例健康孕产妇为对照组%平均年龄

(

"%$"e($%

)岁%平均孕周(

#%$6e"$(

)周&纳入标

准!所有研究对象均为单胎活产%排除原发性高血压'

糖尿病'心脏病及严重肝肾功能异常的孕妇%研究对

象除正常饮食外均未接受
Q2

及
W8BY

!"

治疗&

#

组研

究对象在平均年龄'孕周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7

&

&$&(

)%具有可比性&

@$A

#

诊断标准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诊断标准参考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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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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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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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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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汪靖园%王海燕%袁鹏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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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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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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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8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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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主编的第
S

版.妇产科学/%胎儿生长受限诊断!孕

#;

周后%胎儿出生体质量低于
"(&&

H

%或低于同孕龄

平均体质量
"

个标准差或低于同孕龄正常体质量的

第
!&

百分位数&

@$B

#

研究方法
#

受试者于临产前
!

周内取静脉血

'KU

检测血清
3X]

'

Q2

及
W8BY

!"

水平%比较
#

组研

究对象血清
3X]

'

Q2

及
W8BY

!"

水平的差异性%研究

血清
3X]

'

Q2

及
W8BY

!"

水平与胎儿生长受限及妊娠

期高血压疾病的关系-研究胎儿生长受限组孕产妇血

清
3X]

'

Q2

及
W8BY

!"

水平与新生儿生长发育指标

(体质量'身长'头围)的相关性-研究妊娠期高血压疾

病组血清
3X]

'

Q2

及
W8BY

!"

水平与舒张压'收缩压

的相关性&

@$C

#

实验室检测
#

3X]

检测采用酶循环法%试剂使

用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器

为日本
30/2X30&&S

-

Q2

及
W8BY

!"

检测采用电化学

发光法%全自动电化学发光仪为瑞士罗氏
X>EJ9

S&&&

%试剂使用罗氏公司配套产品&当日室内质量控

制保证结果的有效性&

@$D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4..!6$&

软

件处理&计量资料以
1e,

表示%多组间均值比较采

用方差分析(

21+W2

)%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1-<

M

法%采用
4AJ@9>:

进行相关性分析%以
7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胎儿生长受限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对照组

血清
3X]

'

Q2

及
W8BY

!"

比较
#

胎儿生长受限组'妊

娠期高血压'对照组血清
3X]

'

Q2

及
W8BY

!"

水平经

方差分析(

21+W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

$

&$&(

)%

组间两两比较经
.1-<

M

法分析%胎儿生长受限组'妊

娠期高血压疾病组'对照组血清
3X]

'

Q2

及
W8BY

!"

水平任意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

$

&$&(

)%

胎儿生长受限组'妊娠期高血压'对照组血清
3X]

水

平依次降低%

Q2

及
W8BY

!"

水平依次升高&

表
!

##

胎儿生长受限组#妊娠期高血压#对照组血清
3X]

#

###

Q2

及
W8BY

!"

比较%

1e,

&

组别
%

3X]

(

%

K>F

"

U

)

Q2

(

:K>F

"

U

)

W8BY

!"

(

5

K>F

"

U

)

对照组
!'' !!$#e#$" !%$Se($( '"&$%eS6$%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
!#; !6$;e($'

!

6$'e'$!

!

"S!$'e(#$'

!

胎儿生长受限组
!!6 #($"e;$6

!.

#$#e!$'

!.

%;$#e!($"

!.

O (S($((6 #'S$S&; !!&#;$%;;

7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7

$

&$&(

-与妊娠期高血压组比较%

.

7

$

&$&(

A$A

#

胎儿生长受限组孕产妇血清
3X]

'

Q2

及

W8BY

!"

水平与新生儿生长发育指标的相关性
#

胎儿生

长受限组新生儿平均体质量(

"$';e&$";

)

R

H

'平均身

长(

';$#e"$S

)

?K

'平均头围(

#!$"e!$!

)

?K

%与孕妇

血清
3X]

'

Q2

'

W8BY

!"

的相关性分析详见表
"

%胎儿生

长受限组孕产妇血清
3X]

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出

生身长均呈负相关%

9

分别为
[&$'"'

'

[&$#!(

%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7

$

&$&(

)&

表
"

##

胎儿生长受限组新生儿生长发育指标与孕妇血清

###

3X]

#

Q2

及
W8BY

!"

的相关性

生长指标
3X]

(

%

K>F

"

U

)

Q2

(

:K>F

"

U

)

W8BY

!"

(

5

K>F

"

U

)

出生体质量(

R

H

)

#

9 [&$'"' &$#6S &$#"!

#

7 &$&!" &$!#S &$"'(

出生身长(

?K

)

#

9 [&$#!( &$#%; &$##6

#

7 &$&"6 &$!(% &$!S;

出生头围(

?K

)

#

9 [&$##% &$"#; &$#!!

#

7 &$!"! &$!6S &$!('

A$B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血清
3X]

'

Q2

及
W8BY

!"

水平与舒张压'收缩压的相关性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组孕妇平均收缩压(

!("$;e!&$#

)

KK 3

H

'平均舒张

压(

6;$#e;$6

)

KK 3

H

与孕妇血清
3X]

'

Q2

'

W8BY

!"

的相关性分析见表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孕妇血清

3X]

水平与孕产妇舒张压'收缩压均呈正相关%

9

分

别为
&$#6S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

$

&$&(

)&

表
#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舒张压#收缩压与血清

###

3X]

#

Q2

及
W8BY

!"

的相关性

血压
3X]

(

%

K>F

"

U

)

Q2

(

:K>F

"

U

)

W8BY

!"

(

5

K>F

"

U

)

收缩压(

KK3

H

)

#

9 &$#6S [&$#(' [&$#!!

#

7 &$&#" &$&6S &$!"!

舒张压(

KK3

H

)

#

9 &$'"! [&$#S; [&$#%;

#

7 &$&&6 &$&S" &$&;S

B

#

讨
##

论

##

Q2

为水溶性
Y

族维生素%含喋啶'谷氨酸及对氨

基水杨酸%其衍生物四氢叶酸为
Z12

及
,12

合成

的重要辅酶因子&孕早期
Q2

的补充对于胚胎的生

长发育极为关键#

#

$

&

Q2

的缺乏可导致胎儿神经系统

发育缺陷引起脊柱裂或无脑儿等先天畸形#

'

$

&

W8BY

!"

为
Z12

合成的另一种关键辅酶因子%参与糖'蛋白

质'脂肪的代谢过程%也是机体的造血原料%与胎儿神

经系统的生长发育关系密切#

(

$

&

W8BY

!"

与四氢叶酸作

用相互联系%

W8BY

!"

的缺乏同时也可造成
Q2

的利用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0:BTUJEVAL

!

TD:A"&!6

!

W>F$'&

!

1>$!"



率下降#

%

$

&

3X]

为含硫氨基酸%为半胱氨酸'蛋氨酸

的中间产物&三者间的联系源于
3X]

的代谢%

3X]

重甲基化合成蛋氨酸过程中依赖于
W8BY

!"

及
Q2

的参

与%

W8BY

!"

为蛋氨酸辅酶%

Q2

则为一碳单位转移的辅

酶&同时
3X]

在生成半胱氨酸及
'

<

酮丁酸时也需要

W8BY%

作为辅助因子%健康机体血清
3X]

维持正态

平衡%

Y

族维生素及
Q2

的缺乏可导致
3X]

代谢障

碍%诱发高
3X]

血症&研究证明高
3X]

血症与多

种妊娠并发症密切相关#

;

$

&

本组研究数据显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及胎儿生

长受限孕妇机体均存在
3X]

水平的升高及
W8BY

!"

及

Q2

水平的降低%其中以胎儿生长受限更甚&妊娠期

妇女新陈代谢旺盛%尤其孕晚期营养物质的供给常难

满足于胎儿快速生长发育的需要%营养物质的缺乏较

为常见&

W8BY

!"

及
Q2

的供给主要源于膳食%其缺乏

可导致机体蛋氨酸合成酶活性降低并引起
3X]

在体

内积聚&

3X]

含高反应性巯基%可产生过氧化物及

氧自由基并损伤血管内皮细胞结构功能诱发一系列

血管性疾病#

;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为妊娠期特有疾

病%也是围产期影响母婴生命健康的重要原因&研究

发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发病机制与血管舒缩因子

的平衡紊乱密切相关#

S

$

%有学者认为血管内皮损伤为

主要诱因%损伤可致内皮素
)

的分泌增加%衍生松弛

因子及前列腺环素的分泌减少#

6

$

&本研究相关性分

析显示%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血清
3X]

水平与孕

妇舒张压'收缩压均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以舒张压较

高&但
Q2

及
W8BY

!"

水平与孕妇舒张压'收缩压并无

相关性&有研究证实高
3X]

血症为妊娠期高血压疾

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

$

&在胎儿生长受限组中
W8BY

!"

及
Q2

缺乏的情况普遍较为严重%同时该组孕妇也普

遍存在
3X]

代谢异常%研究显示高
3X]

血症可引

起胎盘血管平滑肌增殖及内皮细胞损伤%绒毛血管内

皮细胞及胎盘滋养细胞损伤%并导致胎盘生长因子降

低%绒毛膜血管发育异常可影响胎盘的功能%限制胎

儿的生长发育#

!!

$

&另一方面%高
3X]

水平可改变凝

血因子活性%促进凝血因子的合成%增加胎盘血流动

力学阻力%引起胎盘血供相对不足#

!"

$

&本研究数据显

示!胎儿生长受限组孕妇血清
3X]

水平与胎儿的出

生体质量'出生身长均呈负相关&

*)*U21Z

等#

!#

$

发现%

Q2

及
W8BY

!"

的缺乏也可导致酮戊二酸代谢障

碍%并影响胎儿的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及脑损伤&

孕期的营养状况对于胎儿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

妊娠晚期对孕妇血清
3X]

'

Q2

'

W8BY

!"

水平监测有利

于防范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及胎儿生长受限的发生%对

于妊娠妇女的孕期保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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