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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妊娠期肝功能损害对围生期结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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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

(+

感染科$

)+

产科!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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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乙肝孕妇与肝功能损害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围生期结局的相关影响&方法
!

回顾性分析
(,'*V(,'5

年在

该院住院分娩的孕产妇相关情况!比较乙肝组与非乙肝组的肝功能损害情况!以及感染程度对孕妇肝功能损害的影响&结果
!

乙

肝孕妇肝功能损害发生率明显高于非乙肝孕妇$乙肝大三阳的孕妇发生肝功能异常孕周及终止妊娠孕周较乙肝小三阳孕妇组明

显提前!患病率明显增加$

[HS$\12

阳性孕妇较
[HS$\12

阴性孕妇肝功能损害孕周及终止妊娠孕周明显提前!发生肝功能损

害的患病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肝功能损害组血小板减少情况明显大于肝功能正常孕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乙肝孕妇更容易发生肝功能损害!更容易导致早产儿及低体质量儿的发生!在乙肝大三阳及
[HS$\12

阳性

孕妇中尤为明显!孕期应做好更加周密的孕检!减少相关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关键词"乙肝$

!

妊娠$

!

肝功能损害$

!

围生期结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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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2

文章编号"

'5%)$*'),

"

(,'%

%

(,$(<(<$,)

!!

孕妇感染
[HS

后#病毒持续状态是对母儿的一种潜在威

胁#妊娠期间肝脏代谢负荷增加(内源性激素明显增加(免疫力

降低等#易导致
[HS

复制(肝脏功能减退#可能增加母儿的不

良结局'

[HS

携带者更容易发生肝脏相关疾病#本研究通过

对本院相关临床数据分析#了解妊娠合并乙型肝炎$以下简称

/乙肝0&孕妇出现不同肝功能损害孕周及程度的情况#为该类

人群的相关疾病预防及治疗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5

年
',

月本院产科

分娩总数
<<(*

例#对其中合并有乙肝或肝功能损害的
')*<

例患者的相关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其中有不良生活史(高

危妊娠史#合并有非乙肝感染性疾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

期糖尿病(前置胎盘(胎盘早剥等易导致母儿并发症的疾病患

者排除在外#符合条件者共计
',(-

例#分析妊娠合并乙肝在

肝功能损害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本研究中肝功能损害定义!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

26@

&

$

*,]

"

6

或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2W@

&

$

*,]

"

6

或总胆酸$

@H2

&

&

',

#

.7!

"

6

'将
',(-

例

患者分为乙肝阳性肝功能损害组$

%a??

&(乙肝阳性肝功能正

常组$

%a5('

&及乙肝阴性肝功能损害组$

%a)'5

&'

A+B

!

方法
!

记录入选患者的年龄(

26@

(

2W@

(

@H2

(乙肝表

面抗原$

[H32

8

&(乙肝
"

抗原$

[H"2

8

&(

[HS$\12

水平#肝

功能损害发生孕周(终止妊娠孕周(早产儿(低体质量儿(血小

板值(产后血红蛋白下降值等情况'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OWW'5+,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正态

分布数据用
4bB

表示#两组均数比较采用
;

检验#多个样本计

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

!

%

,+,-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乙肝阳性孕妇与阴性孕妇发生肝功能损害情况的比

较
!

乙肝阳性组肝功能损害患病率$

'(+*'P

&明显高于乙肝阴

性组$

)+*)P

&%乙肝阳性肝功能损害组及乙肝阴性肝功能损害

组与乙肝阳性肝功能正常组相比#诊断孕周及终止妊娠孕周提

前(早产儿及低体重儿比例增加$

!

%

,+,-

&#但乙肝阳性肝功

能损害组孕妇与乙肝阴性肝功能损害组相比#相关指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肝功能异常组血小板减少发生情

况明显增加$

!

%

,+,-

&%各组间分娩后血红蛋白下降程度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B+B

!

乙肝大三阳与小三阳组(

[HS$\12

$

g

&与$

V

&组及其

与非乙肝肝功能损害组的妊娠结局比较
!

乙肝大三阳孕妇发

生肝功能损害率明显高于乙肝小三阳孕妇#诊断肝功能损害孕

周(终止妊娠孕周明显早于乙肝小三阳孕妇#早产儿发生情况

明显多于乙肝小三阳孕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HS$\12

$

g

&组肝功能损害发生率明显大于
[HS$\12

$

V

&及非乙肝肝功能损害组%

[HS$\12

$

g

&组肝功能损害诊

断孕周与
[HS$\12

$

V

&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前者终

止妊娠的时间早于后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HS$\12

$

g

&肝功能损害组发生早产率明显高于
[HS$

\12

$

V

&及非乙肝肝功能损害组$

!

%

,+,-

&%各组间分娩后血

红蛋白下降程度差异统计学意义$

!

$

,+,-

&%乙肝大三阳及

[HS$\12

$

g

&组总胆汁酸值明显高于上述指标阴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与乙肝小三阳肝功能损害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乙肝阳性孕妇与阴性孕妇发生肝功能损害情况的比较

组别
%

肝功能损害

患病率$

P

&

诊断孕周$周&

终止妊娠

孕周$周&

早产儿

)

%

$

P

&*

低体质量儿

)

%

$

P

&*

分娩后血红蛋白

下降程度$

8

"

6

&

血小板减少

)

%

$

P

&*

乙肝肝功能损害组
?? '(+*'

4

)5+?*b,+-( )?+<%b,+'5 ',

$

''+)5

&

-

$

-+5?

&

'(+5<b'+,* ((

$

(-+,,

&

乙肝肝功能正常组
5(' V V )<+(5b,+,?

&

))

$

-+)'

&

&

'<

$

)+,5

&

&

'(+)-b,+-' 5-

$

',+*%

&

&

非乙肝肝功能损害组
)'5 )+*) )5+??b,+(?

9

)?+*,b,+'- ),

$

<+*<

&

'%

$

-+)?

&

''+<%b,+<% 5*

$

(,+(-

&

!!

注!与非乙肝肝功能损害组相比#

4

!

%

,+,-

%与其他两组比较#

&

!

%

,+,-

%

V

表示无数据'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R64&J"B

!

:9#7&"E(,'%

!

S7!+)?

!

17+(,



表
(

!!

乙肝大小三阳与否或
[HS$\12

阳性与否及肝功能损害情况对相关指标的影响分析

组别
%

肝功能损害

)

%

$

P

&*

诊断孕周$周&

终止妊娠

孕周$周&

@H2

$

#

.7!

"

6

&

早产儿

)

%

$

P

&*

分娩后血红蛋白

下降程度$

8

"

6

&

小三阳组
-'<

-?

$

''+5?

&

4

)%+)-b,+5) )<+)'b,+(, ((+-%b'+-% *

$

5+?<

&

''+'<b'+'?

大三阳组
'<, ),

$

'-+<%

&

)-+5*b,+??

9

)?+(?b,+*'

9

)<+%'b%+?)9

*

$

')+))

&

9

',+%'b'+)'

[HS$\12

$

g

&

',<

)?

$

)*+?5

&

&

)5+<5b,+5?

9

)?+?)b,+(%

9

)'+<5b-+(-

9

5

$

'-+?,

&

9

''+%%b'+*<

[HS$\12

$

V

&

('% )*

$

'-+55

&

)%+('b,+?5 )<+'<b,+'? ()+5,b)+'' (

$

-+??

&

',+5<b'+(-

非乙肝肝功能损害组
)'5

''

$

)+*)

&

&

)5+??b,+(?

9

)?+*,b,+'-

9

)5+*-b(+**

9

),

$

<+*<

&

9

''+<%b,+<%

!!

注!与非乙肝肝功能损害组比较#

4

!

%

,+,-

%与其他组相比较#

&

!

%

,+,-

%与乙肝小三阳和
[HS$\12

$

V

&相比较#

9

!

%

,+,-

'

C

!

讨
!!

论

!!

中国是乙肝大国#

[HS

在我国育龄女性中的比例在
%P

左右)

'$(

*

'

W4D/E

等)

)

*研究发现#

[HS

感染对母儿不良结局的

影响主要在于死胎(低体质量儿(先天畸形等'国内研究认为#

[HS

感染者更易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产后

出血(流产(死胎(早产(胎膜早破(低体质量儿(小胎龄儿等并

发症)

*$%

*

#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新生儿出生缺陷的风险也明

显增加)

?

*

'而李飞凤等)

<

*的研究认为#大三阳或
[HS$\12

$

g

&孕妇发生早产及胎膜早破的风险明显增加#妊娠期高血压

疾病(妊娠期糖尿病(产后出血等疾病的发生无明显差异'如

果乙肝孕妇进一步发展为重型肝炎#则母儿死亡率高达
*)P

"

?,P

)

',

*

'

本研究将乙肝肝功能异常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了乙

肝与否与肝功能损害的相关结局#发现乙肝阳性的孕妇发生肝

功能损害的概率显著大于乙肝阴性的孕妇%无论乙肝与否#肝

功能损害的孕妇发生早产儿的风险(血小板减少的概率均明显

高于肝功能正常人群%无论乙肝与否及肝功能异常与否#分娩

出血量均无明显差异'乙肝肝功能异常的孕妇终止妊娠的孕

周较乙肝肝功能正常的孕妇提前#乙肝肝功能异常的孕妇终止

妊娠的孕周与乙肝阴性肝功能异常的孕妇无明显差异'提示

[HS

携带是引起妊娠肝功能损害的因素之一#肝功能损害是

引起早产儿及血小板降低的因素之一#

[H32

8

单纯阳性不是

直接引起早产儿及低体质量儿的因素#与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

有出入'

妊娠期肝功能损害包括胆汁酸正常的肝功损害及胆汁酸

异常的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在我国上海(重庆及成都等地

区高发)

''

*

'目前多数研究集中在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该

类疾病的发生直接影响母儿的结局#孕产妇主要表现在凝血功

能障碍(产后出血#而对胎儿影响甚大#死胎(早产(胎儿生长受

限(胎儿宫内缺氧(新生儿神经系统后遗症等严重不良结

局)

)

#

'($')

*

'胎儿的预后情况直接与发生孕周(羊水粪染程度(

胆汁酸程度有关)

'*$'%

*

'目前具体病因不甚明了#无法采取对

因治疗#常规处理措施仍是改善瘙痒症状(改善肝功相关生化

指标的同时适当延长孕周#而无法预料的突发胎死宫内令医患

之间无法释怀'也有研究发现#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的患

者#其妊娠期糖尿病及子痫前期的发生率明显增加)

'%$'?

*

%但也

有学者研究认为#乙肝孕妇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及子痫前期的发

病率更低)

'<

*

%在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患者中#

26@

的高低

与不良妊娠结局呈正相关#

26@

达
<-]

"

6

以上时#妊娠期肝

内胆汁淤积症的不良结局差异达
)+-*

倍)

'?

*

'

本文研究了
[H"2

8

或
[HS$\12

$

g

&与否与相关妊娠结

局的关系#发现
[H"2

8

或
[HS$\12

$

g

&的人群发生肝功能

损害(早产儿明显大于相应指标阴性人群%

[H"2

8

或
\12

$

g

&的人群肝功能损害发生孕周及终止妊娠孕周均明显早于

[H"2

8

或
[HS$\12

$

V

&人群%

[H"2

8

或
[HS$\12

$

g

&的

人群
@H2

明显高于相应指标阴性人群#虽有研究认为肝功能

损害患者可引起凝血功能障碍(产后出血等并发症#但本研究

并未发现分娩出血有明显差异'提示
[H"2

8

或
[HS$\12

$

g

&是引起妊娠肝功能损害的因素之一#是引起早产儿的因素

之一#考虑
[H"2

8

及
[HS$\12

可能是通过影响胆汁酸水平

的高低#从而间接影响终止妊娠的孕周等'

本文比较了
[H"2

8

及
[HS$\12

阳性与否的肝功能损

害人群与
[H32

8

阴性肝功能损害人群的相关妊娠结局的关

系#发现
[H"2

8

或
[HS$\12

$

V

&人群
@H2

明显低于
[H$

32

8

$

V

&的肝功能损害人群#而
[H"2

8

或
[HS$\12

$

g

&人

群
@H2

与
[H32

8

$

V

&的肝功能损害人群无明显差异'

[H"2

8

或
[HS$\12

$

g

&肝功能损害人群发病孕周及终止妊

娠孕周较相应指标阴性人群提前'提示
[H"2

8

及
[HS$\12

$

g

&更可能是直接影响相关结局的指标#单纯
[H32

8

$

g

&且

[HS$\12

$

V

&群体对相关妊娠结局影响不明显'

总之#乙肝孕妇更容易发生肝功能损害#肝功能损害孕妇

更容易发生早产(低体质量儿及血小板减少%乙肝与否或肝功

能损害与否不会影响分娩出血量%

[H"2

8

$

g

&或
[HS$\12

$

g

&孕妇发生肝功损害的时间提前#肝功损害更为严重#发生

早产的不良妊娠结局明显增加'提示临床孕检时注重乙肝孕

妇肝功变化的同时#还需要更加注意
[H"2

8

阳性情况及病毒

复制量#上述
(

个指标的变化直接影响后续肝功能的变化及早

产儿结局'由于乙肝合并妊娠对母儿有着诸多的不良影响#因

此建议
[HS

携带者在妊娠前及妊娠期间应该加强监测#及时

发现乙肝孕妇肝功异常或高病毒量人群并积极治疗#控制病情

的发展#争取母儿最佳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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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膝骨关节炎患者滑膜组织中
'

$94#">/>

及
JJO$)

表达水平研究

桂向洪!陈
!

晔

"黄梅县人民医院骨科!湖北黄冈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膝骨关节炎"

:̂2

%患者滑膜组织中
'

$

连环蛋白"

'

$94#">/>

%及基质金属蛋白酶
$)

"

JJO$)

%表达水平与疾

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

选取
(,'*

年
'

月到
(,'-

年
5

月接受治疗的
',,

例
:̂2

患者作为观察组!依据关节镜下软骨
:C#$

"E&E/B

8

"

分级标准!分为轻度组
-(

例及重度组
*?

例!另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采集滑膜组织标本进行处理!采

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与
T"3#"E>&!7#

法检测
'

$94#">/>

!采用
U>A/3/7>

二步法检测
JJO$)

!采用
[WW

评分评估患者膝关节功能&

结果
!

对照组
'

$94#">/>

检测结果呈阴性!重度
:̂2

患者
'

$94#">/>

表达水平低于轻度
:̂2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
JJO$)

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且重度组高于轻度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
[WW

评分低于对照

组!且重度
:̂2

患者
[WW

评分明显低于轻度
:̂2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

$94#">/>

及
JJO$)

与膝骨关节

炎的发病机制及患者病程进展紧密相关!且滑膜组织中
'

$94#">/>

及
JJO$)

表达升高与
:̂2

患者病情的加剧呈正相关&

关键词"

'

$94#">/>

$

!

基质金属蛋白酶
$)

$

!

膝骨关节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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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2

文章编号"

'5%)$*'),

"

(,'%

%

(,$(<)'$,)

!!

膝骨关节炎$

:̂2

&作为常见疾病之一#具有发展缓慢的

特点#它可导致患者滑膜组织与韧带产生病变)

'

*

'该病主要发

生于中老年患者#高达
''P

的中老年人伴有
:̂2

症状#患者

临床表现因疾病程度有所差异#轻者出现关节疼痛与僵硬#重

者关节持续性深部胀痛#甚至导致患者丧失活动能力)

(

*

'滑膜

组织中
'

$

连环蛋白$

'

$94#">/>

&主要分布于细胞质(细胞核与细

胞膜等部位#它是
T>#

信号通路的枢纽力量#其实质是一条多

肽链#氨基端有利于细胞形成稳定复合物#羧基端则能够活化

相应的
T>#

靶基因转录'基质金属蛋白酶
$)

$

JJO$)

&可导致

软骨基质与
)

(

3

(

4

型胶原的降解#并调节
JJO3

的活性'

在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环境下#

:̂2

在中老年人群中的发病率

逐年增高#研究
:̂2

的发病过程已经引起社会关注'本文研

究了
:̂2

患者
'

$94#">/>

及
JJO$)

水平对病情的影响#现报

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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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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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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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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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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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
(,'-

年
5

月于本院接受

治疗的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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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作为观察组#根据
:C#"E&E/B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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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

标准#轻度组包括
(

(

)

级
:̂2

患者
-(

例#重度组包括
*

(

+

级
:̂2

患者
*?

例#同期选取
*,

例健康体检志愿者作为对照

组#在本院进行体检与相关膝骨关节检查#取滑膜组织前均进

行伦理学审查#所有志愿者均符合实验要求'观察组男
*'

例#

女
-<

例#平均$

-*+)b5+*

&岁#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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