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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胎妊娠之一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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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双胎妊娠中一胎死亡的原因及对母亲和存活胎儿的影响及其临床处理方法%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分娩的双胎妊娠之一胎死亡的
+#

例产妇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双胎之一为宫内死胎的发生率占双胎

的
","+=

"其中单绒毛膜双胎
++

例!

#!,'2=

#"双绒毛膜双胎
2

例!

%+,&2=

#%胎儿死因)脐带因素
#

例!

%',2$=

#"胎盘因素
"

例

!

&2,$$=

#"妊娠并发症
%

例!

+!,'2=

#"双胎输血综合征
+

例!

#,&2=

#"胎儿畸形
+

例!

#,&2=

#"不明原因
+

例!

#,&2=

#%期待治

疗最长达
#%(

"单绒毛膜双胎平均期待治疗时间为
%,%#

周"平均分娩周孕为
%2,2

周"双绒毛膜双胎平均期待治疗时间为
-,2

周"

平均分娩孕周为
%2,'

周%剖宫产
+%

例"阴道分娩
%

例%双胎之一胎死亡后对母体的凝血功能影响不大%结论
!

脐带&胎盘异常

是胎死于宫内的重要原因$双胎之一胎死于宫内对母体及存活儿有一定影响
,

但孕周小"胎儿尚不成熟"严密监测存活胎儿宫内情

况"积极处理产科并发症"行期待治疗可延长孕龄至足月"可提高围生儿存活率%单绒毛膜双胎较双绒毛膜双胎期待治疗时间有

明显差别%

关键词"双胎妊娠$一胎死亡$临床处理$期待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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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胎妊娠较易出现妊娠高血压#前置胎盘#羊水过多#胎膜

早破#胎儿生长受限等母儿并发症"导致围产儿死亡率增高$

双胎妊娠时一胎死亡对另一胎儿的生长发育可能造成不良影

响"近年来研究表明"在密切监护下"使存活胎儿延长宫内生长

时间"适时终止妊娠"可提高存活胎儿生存率$本文对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双胎妊娠一胎死亡的

临床资料分析如下$

!

!

临床资料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间"本院住院分

娩双胎妊娠共
%#&

例"其中
+#

例发生一胎宫内死亡"发生率为

","+=

"孕妇年龄
&&

!

%!

岁"孕龄
%+

h+

!

%'

h#周"均经
J

超检

查确诊$单卵双胎
++

例"双卵双胎
#

例$所有病例均经期待

治疗"定时监测胎动#胎心#母亲血常规和血凝图"

J

超监测存

活胎儿生长情况"分析
+#

例病例中分娩方式及其剖宫产指征"

新生儿情况评定及其并发症的随访等$

!,"

!

既往孕产史
!

+#

例中初孕妇
+$

例"足月分娩一胎史
&

例"人工流产一胎史
&

例"流产两胎及以上者
&

例$

!,#

!

本次妊娠情况
!

自然受孕
+&

例"使用促排卵治疗
%

例"

辅助生育技术
+

例$孕期保胎治疗
2

例"入院前有胎动异常感

"

例$

+#

例均于产前检查时发现一胎胎心消失"诊断胎儿

死亡$

!,G

!

处理方法
!

分娩前期待治疗及其分娩方式$所有病例动

态监测超声#胎心#凝血功能等$在药物治疗方面"小于
%"

周

的病例给予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有易感因素者给予青霉素肌

注"对胎儿偏小者给予能量合剂及其复方氨基酸营养支持治

疗+

+

,

"尽量延长孕周至
%2

!

%'

周"

&

例在期待中胎膜早破临产

并阴道分娩"分别为
%+

h+周和
%&

h"周"

+

例来院时已经是
%'

h#

周临产"顺利分娩"其余
+%

例均择期行剖宫产$

"

!

结
!!

果

",!

!

孕妇凝血功能的变化
!

仅
+

例合并妊娠高血压"活化部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表
+

!!

胎儿情况

病例

序号
胎儿死亡诊断时间(周) 分娩时间(周) 分娩方式 体质量(

X

Q

)

4

O

76

Q

7

评分(

9*0

)

+ 2

双胎类型

+ &!

h%

%#

h" 剖宫产
%"&2 - +$

双绒毛膜双胎

& &'

h"

%+

h+ 阴道分娩
+2+2 2 -

单绒毛膜双胎

% &!

h%

%&

h" 阴道分娩
+#2$ ' -

单绒毛膜双胎

" %+

h2

%2

h" 剖宫产
&#$$ ! +$

单绒毛膜双胎

2 &-

h%

%#

剖宫产
&2&2 - +$

双绒毛膜双胎

# &#

h"

%2

剖宫产
&2+$ +$ +$

双绒毛膜双胎

' %$

h+

%#

h# 剖宫产
&!&2 - +$

双绒毛膜双胎

! &2

h"

%#

h+ 剖宫产
%$$2 +$ +$

双绒毛膜双胎

- %&

h+

%#

h2 剖宫产
%"$$ - +$

双绒毛膜双胎

+$ &#

h%

%#

h" 剖宫产
%%%$ +$ +$

双绒毛膜双胎

++ &'

h&

%2

h2 剖宫产
&!-2 ! +$

双绒毛膜双胎

+& &$

h%

%2

剖宫产
&!+$ - +$

双绒毛膜双胎

+% %&

h"

%'

剖宫产
%+$$ +$ +$

双绒毛膜双胎

+" &-

h%

%#

剖宫产
%$$2 - +$

双绒毛膜双胎

+2 %$

h&

%2

h# 剖宫产
&-$$ - +$

双绒毛膜双胎

+# %'

h#

%'

h# 剖宫产
%+$$ +$ +$

双绒毛膜双胎

分凝血酶原时间(

4EBB

)为
#&,+/

(正常值为
&"

!

"!/

)"其余

+2

例入院和分娩时均无异常$

","

!

胎儿情况
!

见表
+

$

",#

!

一胎死亡原因
!

见表
&

$

表
&

!!

一胎死亡原因

死亡原因
)

百分比(

=

)

脐带因素
# %',2$

胎盘因素
" &2,$$

妊娠并发症
% +!,'2

双胎输血综合征
+ #,&2

胎儿畸形
+ #,&2

不明原因
+ #,&2

#

!

讨
!!

论

#,!

!

胎儿死亡原因
!

本院双胎妊娠之一胎死亡发生率为

","+=

"主要为脐带因素和胎盘因素$脐带异常中
%

例为脐带

缠绕"

%

例为脐带帆状附着*胎盘因素中
%

例为前置胎盘"

+

例

为胎盘早剥*妊娠并发症中
&

例为并发妊娠期高血压"

+

例为

并发胆汁淤积症*胎儿畸形
+

例为内脏外翻*双胎输血综合征

+

例*不明原因
+

例$

#,"

!

诊断方法
!

双胎妊娠之一胎死亡孕妇多无胎动异常感"

因此诊断难度较大"多在产前检查进行胎心听诊或
J

超检查

时发现+

&

,

$因此双胎妊娠孕妇应适当增加产前检查次数"注意

比较两个胎心的频率差异"两个听诊区之间是否存在无音区"

并适时进行产前超声检查$

#,#

!

双胎妊娠之一胎死亡后临床处理方法
!

均行期待治疗"

动态监测胎心#超声#凝血功能及其胎儿的生长发育$本组结

果显示"保守治疗的最长时间是
!

h+周"孕妇凝血功能均正常"

单绒毛膜双胎的期待治疗时间明显短于双绒毛膜双胎$一旦

有下列情况者应考虑终止妊娠!子痫前期#胆汁淤积症等产科

并发症治疗效果不好时+

%

,

"凝血功能障碍迹象时"胎儿有缺氧

征兆时"保守治疗至
%2

!

%'

周#胎儿存活机会大#新生儿生命

质量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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