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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中期唐氏筛查及诊断的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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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女性妊娠中期唐氏筛查对宫内诊断的临床价值以及对不同年龄段的异常率差异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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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磁微

粒化学发光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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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妊娠中期女性进行血清甲胎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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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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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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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和游离雌三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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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并计算风险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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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孕妇筛查结果为高风险!阳性率为
>8"):

!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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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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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筛查阳性率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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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爱德华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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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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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筛查阳性率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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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年龄的高风险分组中!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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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与

其他组别作统计比较!唐氏综合征"

T3

#风险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4

#!各年龄组胎儿神经管缺陷"

U?T3

#风险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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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结论
"

产前筛查对于宫内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高风险对产前诊断起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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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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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通过经济*简便和较少

创伤的检测方法#发现有某些先天缺陷胎儿的高危孕妇#以便

进行诊断#最大限度地减少异常儿的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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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产前筛查

的两种主要疾病是唐氏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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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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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综合征%和胎儿神经管缺陷$

=&KC6E2KD&F&J&'23

#

U?T3

%#也包括一部分
)91

三体综合征'

+1>

(

)妊娠中期通过母

体血清学指标筛查胎儿
T3

*

)91

三体综合征和
U?T3

#并对高风

险孕妇通过绒毛膜穿刺*羊膜腔穿刺或者脐静脉穿刺方法获得

胎儿细胞#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以进一步确诊#这对提高先天

性缺陷儿的宫内诊断率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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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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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周自愿检查的孕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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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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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筛查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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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筛查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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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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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所有筛查孕妇准确核对末次月经时间计算孕周#对

月经周期不准确的孕妇#结合
R

超确定孕周)

A8B

"

方法
"

每个筛查孕妇签知情同意书#并于筛查前进行常

规
R

超检查#确定孕周#排除多胎妊娠)采集妊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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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周

的孕妇静脉血
+%N

#离心取血清#于当天内检测完毕)采用磁

微粒化学发光法检测甲胎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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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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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

J1

(

1̀ $]

%和游离雌三醇$

K0

+

%#然后结合孕周*年龄*体

质量*单双胎情况*糖尿病*吸烟等相关因素#计算风险值)风

险率为滕程公司提供的产前筛查软件#计算
T3

高风险的切割

值为
)q+9*

#爱德华综合征$

0FL6CFi33

I

=FC@%&

#

03

%高风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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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值为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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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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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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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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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分析仪

测定#其工作原理是利用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检测孕妇血清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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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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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三联法%#再通过产前筛查专用软件

结合孕妇年龄等因素#评估出孕妇的
T3

*

U?T3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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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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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风险率由随机筛查统计分析专用软件连机

统计分析#筛查结果应用
#/##))84

统计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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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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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筛查孕妇中#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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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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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筛查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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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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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风 险 孕 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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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筛 查 阳 性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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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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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征高风险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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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筛查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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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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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孕妇年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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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筛查的

)>(>"

例孕妇中#经计算归入高危孕妇的共计
!")

例#占筛查

总数的
"84(:

)按年龄组分析#在小于
+4

岁年龄组中
T3

风

险率为
"984(:

#大于或等于
+4

岁组占
()8>+:

#大于或等于

+4

岁组与其他组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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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大于或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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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与大于或等于
"4

岁组*大于或等于
)7

岁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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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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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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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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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5=2ZN6D,&F

!

.

G

C<E"*)"

!

M@E8++

!

U@8(



风险率为
7)8+*:

#大于或等于
+4

岁组中为
98(*:

#各组相互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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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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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三体综合征发生率相

对较少#这里不作相关讨论)实验结果表明大于或等于
+4

岁

孕妇年龄组
T3

风险率显著增大#属于高危孕妇&而
U?T3

风

险率与孕妇年龄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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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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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年龄妊娠高风险异常比较
"

T3

高风险组#胎儿异常

发生率为
(8)>:

#其中孕妇年龄大于或等于
+4

岁#胎儿异常

发生率为
"8>>:

#而小于
+*

岁者胎儿异常发生率为
*

#两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4

%&大于或等于
+4

岁与大于或

等于
+*

岁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

U?T3

高

风险组#胎儿异常发生率为
98(*:

#在不同年龄组之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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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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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高风险孕妇及胎儿异常率的结果比较#

#

%

组别
#

+*

岁

正常 异常

'

+*

岁

正常 异常

'

+4

岁

正常 异常

T3

高风险组
)(9 " 9+ ( 7* )9

U?T3

高风险组
)*9 ! (" + )9 *

C

"

讨
""

论

T3

是染色体畸变引起的疾病#在我国发病率约为
E

"

9**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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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期血清学筛查方法简便易行#损伤小#可为产前诊

断提供参考依据)

T3

和
U?T

的产前筛查是国家0出生缺陷干

预工程1的三级预防体系中的二级预防的重要内容#在优生工

作上具有重要意义'

!

(

)目前#妊娠中期的血清三联检测$

.\/

*

$̀]

和
K0

+

%使用最为广泛'

(19

(

)

血清标志物易造成假阳性或假阴性#需采取措施予以纠

正)影响血清标志物的因素主要有!$

)

%孕周估计误差#妊娠周

龄对筛查结果的计算十分重要#本组对月经周期不准确的孕

妇#结合
R

超确定孕周)$

"

%多胎的影响#双胎或多胎妊娠时#

血清生化指标明显高于单胎妊娠#双胎的
T3

检出率要低于单

胎)$

+

%孕妇体质量#孕妇体质量过重由于稀释作用可使

.\/

*

K0

+

和
$̀]

水平降低)$

>

%母亲自身疾病#孕妇患有一

些其他疾病时#可影响生化指标)如孕妇为胰岛素依赖性糖尿

病时#

K0

+

和
$̀]

水平升高#而母体血清
.\/

比正常同孕周

孕妇要低)$

4

%母亲吸烟#孕妇吸烟使
.\/

升高
+:

#

$̀]

降

低
+:

#

K0

+

降低
"+:

)$

!

%种族差异#不同种族的人群正常值

不同#

.\/

在亚洲及黑人的水平较西班牙人和白种人高#

$̀]

在非裔美国人中较高)$

(

%母亲年龄#随年龄增大风险度增高)

本组对产前筛查的孕妇做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
)>(>"

例孕妇中筛查出高风险孕妇
!")

例#阳性率为
>8"):

#其中
T3

高风险孕妇
+(9

例#发现胎儿染色体异常
"(

例#异常检出率为

(8)>:

&检出
U?T3

高风险孕妇
"*(

例#确诊为
U?T3

的孕妇

7

例#异常检出率为
>8+4:

)由于
U?T3

多数是由
R

超来确诊

的#现在大多数医院都有高清晰的三维
R

超#所以建议妊娠中

期进行
R

超检查)孕妇年龄大于或等于
+4

岁组中#胎儿异常

发生率为
"8>>:

#而小于
+4

岁组中胎儿异常发生率为

*8"*:

)大于或等于
+4

岁孕妇被认为属于高危孕妇#实验结

果也证实该年龄组
T3

风险率显著增大#这表明
T3

筛查高危

率随着孕妇的年龄增长而增高)由于产生
T3

患儿的影响因

素很多#不少国家的筛查机构制定出0

T3

产前筛查应面向所有

妊娠女性而不考虑其年龄1的政策#所以本研究建议所有孕妇

都应在孕中期进行产前筛查'

71)*

(

)

通过检测血清中标志物水平#间接计算孕妇患
T3

的风险

值#由于目前技术水平的限制#产前筛查技术都不能做到

)**:

正确'

))1)+

(

)而且由于缺乏中国孕妇人群各项筛查指标的

正常值范围#无法确定产前筛查的高危切割值#各个医疗单位

所采用的诊断指标差异很大#影响了国内孕中期产前筛查的准

确率)本组所收集的数据量相对较少#这也给调查分析带来一

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产前筛查对于
T3

*

U?T3

和
)91

三体综合征胎

儿宫内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多中

心*大样本的研究#以获得中国孕妇人群各项血清学筛查指标

的正常值范围#确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筛查方案#是当前迫切需

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

(

)除了大力研发检出率高的产前筛查技

术之外#还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社会对产前筛查和诊断的认

知和信任程度#使孕妇得到科学的建议和诊断#从而降低
T3

患儿的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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