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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治疗前后子宫内膜形态改变


王俊杰，雷小敏，易慕华

（三峡大学仁和医院，湖北宜昌４４３００１）

　　摘　要：目的　探讨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ＣＯＳ）患者子宫内膜形态和病理改变及其与性激素和肥胖的关系。方法　１２例ＰＣＯＳ

不孕患者（ＰＣＯＳ组）经过促排卵治疗后，与７例健康妇女对照组（自然周期）均在着床窗口期观察子宫内膜超声形态学改变，同时

取子宫内膜活检观察其病理状态，并研究其与性激素、肥胖的关系。结果　（１）研究对象子宫内膜病理比较：ＰＣＯＳ组间质反应不

良和分泌反应欠佳发生率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２）超声观察着床窗口期子宫内膜厚度，ＰＣＯＳ组略

低于健康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Ａ型内膜出现率，ＰＣＯＳ组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结论　ＰＣＯＳ患者子宫内膜的形态和病理均发生了改变，导致子宫内膜容受性缺陷，从而影响胚胎着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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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导

致不孕的重要原因。ＰＣＯＳ患者经促排卵治疗后可有卵泡发

育及排卵，但妊娠率低、流产率高，妊娠结局不尽如人意，可能

与此类患者子宫内膜容受性差有关。２００８年３～５月，作者将

ＰＣＯＳ妇女促排卵治疗后着床窗口期的子宫内膜形态和病理

与健康妇女比较，探讨ＰＣＯＳ患者的低妊娠率是否与内膜形态

和病理改变有关。现报道如下。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将２００８年３～５月本院诊断为ＰＣＯＳ的患者

１２例分入ＰＣＯＳ组，年龄２５～３３岁。ＰＣＯＳ的诊断符合２００３

年鹿特丹标准［１］。同时妇科检查及阴道超声排除子宫、卵巢畸

形及病变。７例月经周期正常的已生育患者为对照组，年龄２４

～３４岁。纳入标准：５年内有生育史，月经周期正常，近３个月

未用过激素类药物。妇科检查及阴道超声排除多囊卵巢、子宫

卵巢畸形及病变。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促排卵　ＰＣＯＳ组均应用氯米芬促排卵方案。月经周

期或撤退性出血第５天起经阴道超声检查窦卵泡数目，测量子

宫内膜厚度后，给予氯米芬５０ｍｇ，口服，每天１次，共５ｄ。１２

例患者均有排卵。

１．２．２　阴道超声监测卵泡发育及子宫内膜形态：采用ＣＴＳ

３６０超声诊断仪，阴道探头频率７ＭＨｚ，扇扫角度１２０°。于月

经周期第８天起，行阴道Ｂ超监测卵泡发育、排卵及子宫内膜

厚度和形态，隔天１次。Ｂ超监测卵泡直径大于或等于１．４ｃｍ

确定为优势卵泡。有以下征象确定为有排卵：（１）隔日监测优

势卵泡塌陷，体积缩小；（２）可见一个具多回声光点或低回声的

不规则小囊肿即血体；（３）出现约５～１０ｍＬ盆腔积液。同时

参考基础体温监测，基础体温连续３ｄ比前６ｄ的平均温度上

升０．２～０．３℃
［１］。

１．２．３　子宫内膜取材　排卵后５～７ｄ取材。取材前行阴道Ｂ

超测量子宫内膜厚度和形态，卵巢大小。行 ＨＥ染色，依据

Ｎｏｙｅｓ标准判定组织学分期。

１．２．４　取内膜日取静脉血，测定雌二醇（Ｅ２）、孕酮（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方

法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研究对象年龄和体质量指数（ＢＭＩ）比较　两组观察对

象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ＰＣＯＳ组ＢＭＩ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研究对象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ＰＣＯＳ组着床期Ｅ２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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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而两组间Ｐ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Ｅ２／Ｐ比值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但ＰＣＯＳ组标准差较大（犉＝７．０５１，犘＜０．０５），说明Ｐ

ＣＯＳ组与对照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ＰＣＯＳ组Ｅ２、Ｐ的

分泌不协调，见表２。

表１　　观察对象年龄及ＢＭＩ比较（狓±狊）

组别 狀 年龄（岁） ＢＭＩ（ｋｇ／ｍ２）

对照组 ７ ２８．７１±３．１５ ２４．３±５．６

ＰＣＯＳ组 １２ ２７．５８±１．７３ ２９．６±４．２

　　：与对照组相比，犘＜０．０５。

表２　　研究对象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狓±狊）

指标 ＰＣＯＳ组 对照组 狋 犘

Ｅ２（ｐｍｏｌ／Ｌ） ４７８．５０±１７２．６７ ３４０．２２±７８．７９ －４．８６１＜０．０１

Ｐ（ｎｍｏｌ／Ｌ） ４６．７０±１６．５６ ４０．２３±７．６７ －１．８７０＞０．０５

Ｅ２／Ｐ比值 １１．５２±７．７８ ９．６７±３．２２ １．９５０＞０．０５

２．３　研究对象子宫内膜腺上皮的变化　ＨＥ染色观察，ＰＣＯＳ

组分泌欠佳发生率为４１．６７％（图１、２，表３），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概率法，犘＜０．０５）。

表３　　研究对象子宫内膜腺上皮的变化

组别 狀 分泌期（狀） 增殖期（狀） 分泌欠佳［狀（％）］

对照组 ７ ７ ０ １（１４．２９）

ＰＣＯＳ组 １２ １２ ０ ５（４１．６７）

　　：与对照组相比，犘＜０．０５。

２．４　研究对象子宫内膜间质的变化　ＨＥ染色观察，ＰＣＯＳ组

间质反应不良发生率为５８．３３％（见图３、４，表４），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概率法，犘＜０．０５）。

表４　　研究对象子宫内膜间质的变化

组别 狀 间质反应良好（狀） 间质反应不良［狀（％）］

对照组 ７ ６ １（１４．２９）

ＰＣＯＳ组 １２ ５ ７（５８．３３）

　　：与对照组相比，犘＜０．０５。

图１　　腺体分泌良好（ＨＥ×１００）

２．５　着床期子宫内膜厚度及分型的比较　ＰＣＯＳ组［（１１．４２

±２．６４）ｍｍ］着床窗口期子宫内膜厚度略低于对照组［（１０．９１

±３．６５）ｍｍ］，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５　　研究对象排卵前Ａ型内膜出现率比较

组别 狀 Ａ Ｂ Ａ型出现率（％）

对照组 ７ ６ １ ８５．７１

ＰＣＯＳ组 １２ ８ ４ ６６．６７

　　：与对照组相比，犘＜０．０５。

　　按Ｇｏｎｅｎ和Ｃａｓｐｅｒ
［２］评价子宫内膜超声形态的标准，子

宫内膜在超声下可以分为Ａ、Ｂ、Ｃ３种类型。ＰＣＯＳ组 Ａ型内

膜出现率为６６．６７％（表５），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犘＜０．０５）。

图２　　腺体分泌不足（ＨＥ×１００）

图３　　间质分泌良好（ＨＥ×１００）

图４　　间质分泌不足（ＨＥ×１００）

３　讨　　论

３．１　ＰＣＯＳ患者子宫内膜病理改变的特点　本研究显示，Ｐ

ＣＯＳ患者子宫内膜间质反应不良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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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ＰＣＯＳ患者的子宫内膜对性激素的反应性下降，不能随着

激素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影响蜕膜化，进而影响着床。而Ｐ

ＣＯＳ患者子宫内膜分泌反应欠佳的发生率远高于对照组，提

示ＰＣＯＳ患者经促排卵治疗后，虽然可以正常排卵，但是黄体

功能较差，与国外报道基本一致［３］。ＰＣＯＳ患者黄体颗粒细胞

分泌Ｐ的功能均受损，Ｐ转化为雌激素加速，低Ｐ和高雌激素

作用下，不仅可引起ＰＣＯＳ患者子宫内膜形态学改变，使其分

泌反应欠佳发生率高，还可能引起其功能性改变，造成容受性

缺陷。

３．２　ＰＣＯＳ患者子宫内膜厚度和形态的改变　多数学者认

为［４］，黄体期子宫，内膜厚度小于８ｍｍ时，妊娠率很低甚至胚

胎不着床，大于１４ｍｍ时种植和妊娠率高。在本研究中，阴道

Ｂ超测量着床窗口期子宫内膜厚度，ＰＣＯＳ组与对照组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一方面提示促排卵药物对着床窗口期子宫

内膜厚度可能影响不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单纯用子宫内膜厚度

评价是否有利于胚胎着床不是可靠的指标。

有研究证明，在排卵时出现 Ａ 型内膜最适合胚囊的着

床［５］。在本研究中，ＰＣＯＳ组Ａ型内膜出现率明显低于健康对

照组，提示ＰＣＯＳ患者经促排卵治疗后虽然可获得排卵，但存

在某些因素影响子宫内膜容受性，从而影响胚胎着床。

３．３　其他相关因素分析　（１）性激素：本研究的数据显示，Ｐ

ＣＯＳ组Ｅ２／Ｐ比值标准差较大，说明ＰＣＯＳ组Ｅ２、Ｐ的分泌不

协调。这可能也是导致ＰＣＯＳ患者排卵障碍和子宫内膜容受

性下降的原因之一。（２）肥胖：肥胖是ＰＣＯＳ患者的临床表现

之一。按照ＢＭＩ≥２５ｋｇ／ｍ
２ 为肥胖标准，ＰＣＯＳ患者中约有

３５％～６０％表现为肥胖。本研究中，ＰＣＯＳ组ＢＭＩ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说明肥胖与子宫内膜增生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资料表明，肥胖患者子宫内膜增生和癌变

的危险性是非肥胖患者的２．６倍
［６］。且随着ＢＭＩ的增加，高

血压、高血糖、高三酰甘油血症等疾病的发病率也有增加［７］。

阻断肥胖，不仅对治疗不孕、阻断ＰＣＯＳ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更

是预防子宫内膜癌、代谢紊乱等远期病变的关键。

参考文献：

［１］ 于传鑫，李诵炫．实用妇科内分泌学［Ｍ］．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６：４３７．

［２］ ＧｏｎｅｎＹ，ＣａｓｐｅｒＲ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ｙｓｏｎ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ＶＦ）［Ｊ］．ＪＩｎ

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１９９０，７（３）：１４６．

［３］ ＧｉｕｄｉｃｅＬＣ．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ｉｎＰＣＯＳ：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ＣＡ［Ｊ］．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ＲｅｓＣｌｉｎＥｎ

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Ｍｅｔａｂ，２００６，２０（２）：２３５．

［４］ 余莎，谢梅青．多囊卵巢综合征对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影响

［Ｊ］．现代妇产科进展，２００７，１６（７）：５４５．

［５］ＪａｒｖｅｌａＩＹ，ＳｌａｄｋｅｖｉｃｉｕｓＰ，ＫｅｌｌｙＳ，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

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Ｊ］．Ｕｌｔｒａ

ｓｏｕ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５，２６（７）：７６５．

［６］ＦｕｒｂｅｒｇＡｓ，ＴｈｕｎｅＩ．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ｈｙｐｅｒｔｅｎ

ｓｉｏｎ，ｈｙｐｅｒｌｙｃｅｍｉａａｎｄ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ｈｉｇｈ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ａｋｅ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ｎｃａｔｉｖｔｙ）ａｎｄ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ｒｉｓｋ

ｉｎａ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ｃｏｈｏｒｔ［Ｊ］．Ｉｎｔ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３，１０４（６）：

６６９．

［７］ 陈静，张素华，任伟，等．重庆地区３３８８个自然人群肥胖

与相关疾病的关系调查［Ｊ］．重庆医学，２００４，３３（１０）：

１５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２０３　修回日期：２０１００４０４）

（上接第２９３０页）

［５］ 赵仙先，张宝仁，朱家麟，等．心脏瓣膜病冠状动脉造影８２

例报告［Ｊ］．第二军医大学学报，１９９７，１８增刊：９２．

［６］ 李白翎，李莉，侯霄雷，等．风湿性心脏病伴发冠心病的情

况分析［Ｊ］．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８７（４７）：３３１３．

［７］ ＧｕｒａｙＹ，ＧｕｒａｙＵ，ＹｉｌｍａｚＭＢ，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ａｎｇｉ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ｃｍｉｔｒａｌ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Ｊ］．Ａｃｔａ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４，５９：

３０５．

［８］ ＲａｍｓｄａｌｅＤＲ，ＢｅｎｎｅｔｔＤＨ，ＢｒａｙＣＬ，ｅｔａ１．Ａｎｇｉｎａ，ｃｏｒｏ

ｎａｒｙ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ｖａｌｖ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Ｊ］．ＥｕｒＨｅａｒｔ

Ｊ，１９８４，５：７１６．

［９］ＪｏｓｅＶＪ，ＣｕｐｔａＳＮ，ＪｏｓｅｐｈＧ，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ｖａｌｖｕｌａｒ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ｒａ［Ｊ］．ＩｎｄｉａｎＨｅａｒｔＪ，２００４，５６：１２９．

［１０］奕波，韩雅玲，荆全民，等．高血压病左室肥厚伴胸痛患者

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分析［Ｊ］．重庆医学，２００３，１（６）：９．

［１１］ＥｓｍｅｒａｙＡ，ＡｂｄｉＢ，ＭｕｒａｔＣ，ｅｔａ１．Ｍｉｔｒａｌａｎｎｕｌａｒｃａｌｃ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ｙｈｅｌｐ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Ａｎｇ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

５４：５６１．

［１２］ＡｄｌｅｒＹ，ＶａｔｕｒｉＭ，ＨｅｒｚＩ，ｅｔａｌ．Ｎｏｎ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ｏｒｔｉｃ

ｖａｌｖｅ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ｗｉｎｄｏｗｔ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２００２，１６１：１９３．

［１３］ＢｏｎｏｗＲＯ，ＣａｒａｂｅｌｌｏＢＡ，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Ｆｏ

ｃｕｓｅｄｕｐｄａｔｅ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 ＡＣＣ／ＡＨＡ ２００６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ｖａｌｖｕｌａｒ

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ａｒｄｉ

ｏｌｏｇ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ａｒ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ｎ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Ｗｒｉｔ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ｔｏＲｅｖｉｓｅｔｈｅ１９９８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Ｖａｌｖｕｌａｒ

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ｎｄｏｒ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ｎｇｉｏｇｒａ

ｐｈ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Ｓｕｒｇｅｏｎｓ

［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１１８（１５）：５２３．

［１４］ＶａｈａｎｉａｎＡ，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Ｈ，ＢａｘＪ，ｅｔ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ｌｖｕｌａｒ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ｏ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ｌｖｕｌａｒ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Ｊ］．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

２００７，２８（２）：２３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１２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００４０２）

３３９２重庆医学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第３９卷第２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