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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抗苗勒氏管激素"

2.W

$联合卵泡刺激素"

Y%W

$对女性卵巢储备功能的评价价值%方

法
#

选取
#$:C

年
B

月至
#$:D

年
B

月该院妇科门诊&住院部及体检中心的
#:

"

"$

岁女性
BE:

例作为主要观察

对象!按照月经正常与月经失调差异进行分组!月经正常组
:#;

例!月经失调组
"!#

例"其中经期延迟组
:$!

例&

经期提前组
:$E

例&经量多组
::$

例&经量少组
::!

例$!检测患者的血清
2.W

&

Y%W

水平并进行数据对比!彩

超检查确定患者卵泡数量!明确患者卵巢储备功能情况!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GH4

曲线$对患者的

2.W

&

Y%W

与卵巢储备功能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

同年龄段间比较!月经正常及异常各亚组
2.W

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A$B

$#月经正常及异常各亚组女性的
2.W

水平不同年龄组间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F

%

$A$:

$%正常女性的
2.W

与卵巢储备功能呈正相关!

Y%W

与卵巢储备功能呈负相关"

F

%

$A$B

$#

2.W

的
GH4

曲线在
:AE$+

O

*

3T

临界值能够得到最大的灵敏度"

D!A!Bb

$及特异度"

EDABEb

$!其阳性预测值为

#!AB!b

#阴性预测值为
;CAB!b

#

Y%W

的灵敏度"

C#A#!b

$&特异度"

BEA"!b

$均显著低于
2.W

%卵巢储备功

能异常患者采用
2.W

的检出率为
DEb

!采用
Y%W

检出率为
CEb

!采用
2.W

和
Y%W

联合检查的检出率为

;"b

"

F

%

$A$B

$%结论
#

女性的卵巢储备功能可以通过
2.W

或
Y%W

等指标进行评测!

2.W

检测的稳定性

更高!优于
Y%W

的检测稳定性!而且
2.W

联合
Y%W

检查的检出率更高!临床对卵巢功能筛查可以选择联合

检查!避免漏诊情况发生%

关键词!抗苗勒氏管激素#

#

卵泡刺激素#

#

卵巢储备能力#

#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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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计划生育程度的日益增高!女性越来越

推迟生育年龄!患有月经失调甚至不孕症的女性逐年

增多)

:

*

#而辅助生殖技术是治疗患者不孕症的一个

主要手段#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前需要对女性卵巢功

能进行评价#卵巢储备能力也称卵巢储备功能!即卵

巢产生卵子的数量及质量的潜能能够间接反映出卵

巢的功能状态#正确的卵巢功能评价直接决定了辅

助生殖技术治疗的成败)

#

*

#目前!国内外多项研究显

示!抗苗勒氏管激素&

2.W

'在正常排卵女性的整个

月经周期和月经期内较稳定!不随性腺激素的波动而

变化!是现有评价卵巢储备功能最好的指标)

!

*

#而卵

泡刺激素&

Y%W

'也具有促进卵泡成熟!调控生长发育

过程的作用!也可对卵巢储备功能进行评价#本研究

旨在通过
2.W

"

Y%W

检查对女性卵巢储备功能的评

价价值进行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A<

#

一般资料
#

选取
#$:C

年
B

月至
#$:D

年
B

月本

院妇科门诊"住院部及体检中心
#:

"

"$

岁的女性
BE: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月经正常与月经失调不同差异

进行分组!月经正常组
:#;

例!月经失调组
"!#

例&其

中经期延迟组
:$!

例"经期提前组
:$E

例"经量多组

::$

例"经量少组
::!

例'#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审议通过!纳入女性!且年龄
#$

"

"$

岁#剔除服用避

孕药物人群及体质量指数&

7.9

'

!

#D

的患者#其中!

月经正常组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DA;Ej

BA"E

'岁.经期延迟组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DAECjBA"!

'岁.经期提前组
:$E

例!年龄
#:

"

"$

岁!平均&

#;A$!jBA$E

'岁.经量多组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A:EjEA!"

'岁.经量少组
::!

例!

年龄
#:

"

"$

岁!平均&

#DAECjBAEC

'岁.

B

组女性比较

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A$B

'!具有可比性#

<A=

#

诊断标准
#

月经正常(周期
#:

"

!B0

!月经量在

!$

"

B$3T

.经期延迟(月经延迟超过
C0

!并连续
#

个

经期以上出现延迟.经期提前(经期短于
#:0

!连续超

过
#

个周期.经量多(超过
DB3T

!即用
!

包卫生巾以

上!且卫生巾都湿透.经量少(以低于
!$3T

为标准!

约每次经期总用量低于
C

片#患者采用彩超检查卵

泡个数的方式确定卵巢储备功能高低!卵巢储备功能

下降为卵巢最大平面的平均直径
%

#$33

!卵泡数

量
%

B

个.正常卵巢为卵巢最大平面直径
'

#$33

!卵

泡数量
B

"

:B

个#

<A>

#

检验方法
#

所有受检者均在月经期第
#

"

!

天

空腹抽血!血清分离后&

!B$$)

+

3'+

离心
D3'+

'立即

检测#以罗氏公司提供的进口试剂!在全自动电化学

发光分析仪上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中的
2.W

"

Y%W

水平#标本收集不能用乙二胺四乙酸抗凝血浆!

必须使用标准试管或有分离胶的真空管收集!严格按

照试剂说明书操作检测#

2.W

按年龄划分正常值(

#:

"

!$

岁
#AB$

"

EA!$+

O

+

3T

!

!:

"

!B

岁
:ADD

"

EA$D

+

O

+

3T

!

!E

"

"$

岁
:AC:

"

BA!$+

O

+

3T

.

Y%W

以
B

"

"$

39X

+

3T

为正常值#

<A?

#

观察指标
#

年龄"

Y%W

"

2.W

指标水平"月经异

常类型"卵巢储备功能#

<A@

#

统计学处理
#

所得数据录入
<R&/-

表!然后导入

%V%%##A$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样本的指标水

平采用
)j?

表示!多组样本采用方差分析检验.

2.W

"

Y%W

与卵巢储备功能的相关性采用
V/*),6+

相关分析!并联合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GH4

曲线'对

指标间特异度及灵敏度进行分析!预测准确率以率

&

b

'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F

%

$A$B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A<

#

2.W

在各年龄段月经正常及异常各亚组间水

平变化
#

同年龄段间比较!月经正常及异常各亚组

2.W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A$B

'.月经正常

及异常各亚组女性的
2.W

水平在不同年龄组间变

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A$:

'!见表
:

#

=A=

#

2.W

"

Y%W

与卵巢储备功能的相关性
#

正常女

性的
2.W

与卵巢储备功能呈正相关!

Y%W

与卵巢储

备功能呈负相关&

F

%

$A$B

'!见表
#

#

=A>

#

2.W

与
Y%W

与患者卵巢储备功能对比
#

2.W

的
GH4

曲线在
:AE$+

O

+

3T

临界值能够得到最大的灵

敏度&

D!A!Bb

'及特异度&

EDABEb

'!其阳性预测值

&

VVU

'为
#!AB!b

!阴性预测值&

SVU

'为
;CA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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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

的灵敏度&

C#A#!b

'"特异度&

BEA"!b

'均显著低 于
2.W

#见表
!

及图
:

#

表
:

##

2.W

在各年龄段月经正常及异常各亚组间水平变化%

)j?

)

+

O

(

3T

&

年龄 月经正常组&

(e:#;

' 经期延迟组&

(e:$!

' 经期提前组&

(e:$E

' 月经量多组&

(e::$

' 月经量少组&

(e::!

'

#:

"

#B

岁
EA#"j$A!" BAC$j$A:D EA#Bj$A#E EAC#j$A!" EAC!j$A:!

#E

"

!$

岁
BA;Dj:A$C "A$Cj$A#B "AEEj$ACE BA#Ej:AC; BAB#j:A#!

!:

"

!B

岁
"A:"j$A;$ !A;Ej$A$D !A#Bj$A"$ !AE#j:A:D "A!"j:A#D

!E

"

"$

岁
!A#Cj$A!D !ADCj$A;: !A:!j$AB: !A$Cj:A$! !AD"j:AC#

- :A;:E :ABBE :A"## :AC#B :AEEE

F $A$$: $A$$$ $A$$$ $A$$$ $A$$$

##

注(同年龄段间比较!

B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A$B

表
#

##

正常女性
2.W

及
Y%W

水平与卵巢储备

###

功能的相关性

指标
卵巢储备功能

6 F

2.W $AD!; $A$#E

Y%W a$AC#E $A$":

=A?

#

2.W

联合
Y%W

对患者卵巢储备功能预测准确

率
#

经统计!本研究共纳入卵巢储备功能异常患者
DB

例#卵巢储备功能异常患者采用
2.W

的检出率为

DEb

!采用
Y%W

检出率为
CEb

!采用
2.W

联合

Y%W

检查的检出率为
;"b

!与
2.W

和
Y%W

单独检

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A$B

'#

表
!

##

2.W

与
Y%W

对患者卵巢储备功能诊断效能对比

指标
卵巢储备功能下降

临界值 灵敏度&

b

' 特异度&

b

'

VVU

&

b

'

SVU

&

b

'

卵巢储备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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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对卵巢储备功能的
GH4

曲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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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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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最佳生育期是
#$

"

!$

岁!随着年龄增长

卵巢功能会持续下降!尤其是
"$

岁以上的女性!其卵

母细胞数量以及质量会持续下降!直至绝经期)

"

*

#卵

巢储备能力是反应女性排卵能力和性激素分泌能力

的一个有效指标)

B

*

#随着年龄变化卵巢储备功能也

会出现显著降低!通常卵巢储备能力采用超声检查以

窦状卵泡进行计数的方式评价!但是其操作专业程度

高!对操作员的检查水平要求较高!而且费用相对较

昂贵)

E

*

#所以!彩超检查方法难以广泛推广#现阶段

我国多数采用血清激素水平&

<#

"抑制素
7

"

Y%W

'测

定的方式确定卵巢储备功能)

C

*

#近年来!随着对

2.W

的发现及相关研究发展!采用
2.W

水平来评

估女性卵巢储备功能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本研究发现!月经正常及异常各亚组女性的

2.W

水平在不同年龄组间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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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月经异常不能完全等价于患者的卵

巢储备功能异常!但是通过
2.W

水平的检查发现!

相同年龄段的月经异常女性的
2.W

值与月经正常

的
2.W

无显著差异!作为临床数据进行参考!不同

年龄段女性的
2.W

值水平差异显著.可以了解不同

月经异常情况患者的大致卵巢储备功能情况#正常

女性的
2.W

与卵巢储备功能呈正相关!

Y%W

与卵巢

储备功能呈负相关&

F

%

$A$B

'.研究显示!

2.W

与机

体内其他激素如
Y%W

"黄体生成激素等无关联!主要

由卵巢颗粒细胞分泌!不会随女性的月经周期变化而

波动!其灵敏度更高!这也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互印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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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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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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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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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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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中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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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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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需要关注其卵巢储备功能!尤其是针对有生育

需求的适龄妇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卵巢功

能异常情况!而且不受其他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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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

发现卵巢储备功能异常患者采用
2.W

的检出率为

DEb

!采用
Y%W

检出率为
CEb

!采用
2.W

联合

Y%W

检查的检出率为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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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由于

Y%W

作为能够促进卵泡成熟的激素!其对于卵巢储备

功能的预测会随着月经周期变化而变化#有研究显

示!

Y%W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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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对患者的卵巢储备功能预测水

平较高!但灵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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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基础

Y%W

水平在不同的月经周期会存在波动现象!但是基

础
Y%W

正常者波动范围较小!波动范围较大也会反

映出卵巢储备能力下降#而且!在卵巢储备功能下降

初期!

2.W

就会出现改变!就正常排卵的女性!

2.W

和
Y%W

都能准确反映出卵巢生殖储备功能的下降及

对将来储备功能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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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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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的临界值为
CABE39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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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低于
2.W

!

2.W

对早期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灵敏度更高#不过!两者联

合的异常检出率更高#在临床对卵巢储备功能进行

评估的时候!虽然单一采用
2.W

检测也可以具有较

高的检出率!但是采用
Y%W

联合
2.W

进行评测效

果更佳!在对卵巢储备功能进行检查的时候可以根据

患者情况选择采用
2.W

和&或'

Y%W

水平测定结果

进行预测#

?

#

结
##

论

##

女性的卵巢储备功能可以通过
2.W

或
Y%W

等

指标进行评价!

2.W

检测的稳定性更高!优于
Y%W

的检测稳定性!而且
2.W

联合
Y%W

检查的检出率

更高!临床对卵巢功能筛查可以选择联合检查!避免

漏诊情况发生!而对于早期卵巢功能异常患者可以采

用
2.W

检查!避免不必要的医疗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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