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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可及早预测先兆流产的胚胎之预后$

关键词"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胎盘催乳激素'流产

A8=

!

*,?BCDC

"

E

?=225?*D%*)0B$0?+,**?+%?,*+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D%*)0B$0

"

+,**

#

+%)+%B*),+

/3"6"#$%&'(;3&

J

)"%*""(%3"#"?"#;':3A0

#

3-U':%3""$6#

7J

6"

9

($(%*'5$($(.$)'6%&'(

"

0-+M)$P-

#

@)$

%

*+#$

%8

+$

%

#

3+$0-+K#$

%

#

5+"+#$

#

.-@+$

#

M#$

%

5+#$D+#$

$

7)

8

#9:;)$:2

<

TK>:):9+B>#$A0

?

$)B2D2

%?

#

"()H+9>:C

<<

+D+#:)A.2>

8

+:#D

#

G(2$

%I

+$

%

@)A+B#DE$+F)9>+:

?

#

G(2$

%I

+$

%

$,,,*D

#

G(+$#

%

<);%6$8%

!

=)

>

"8%&?"

!

&81R

J

78413I1417F3=852I=

J

613K115IP>F5LI8485=L

O

85FA8348

J

=5

$

I9'

%#

IP>F5

J

7FL153F77FL38

O

15

$

I#.

%

F5A8P3L8>18N1F47

GJ

41

O

5F5L

G

F6843=85?@"%3'.;

!

D@LF212N48>eF5PF4

G

38U1L1>614+,*,=58P4I82

J

=3F7K=3I3I41F3151AF684)

3=852

G

>

J

38>K1412171L31AF5A3I15A=Q=A1A=5383K8

O

48P

J

2

#

8518NB$LF212K1412PLL122NP738>F=53F=5

J

41

O

5F5L

G

#

3I183I148N

B*

J

F3=1532NF=71A

#

F5A$DLF212K=3I8P33I12

G

>

J

38>K1412171L31AF2584>F7

O

48P

J

?;5A3I153I1I9'

#

I#.LIF5

O

12K14186)

214Q1A=5A=NN14153

O

123F3=85F7F

O

1?!";4#%;

!

&I1

J

41

O

5F53K8>15KI8IFA3I41F3151AF6843=852

G

>

J

38>2I8K1A78K1471Q178N

I9'

#

I#.3IF53I1417F31A=5A1R8N3I1584>F7

O

48P

J

$

!

$

,?,*

%#

F5AI9'8N3I12PLL122NP7

O

48P

J

F5A3I1584>F7

O

48P

J

=5L41F21A

86Q=8P27

G

K=3I3I1

O

123F3=85F7F

O

1?;5A3I1I9'

#

I#.8N3I1NF=7

O

48P

J

K14178K143IF53I1417F31A=5A1R8N83I143K8

O

48P

J

2

$

!

$

,?,*

%

?A'(8#4;&'(

!

U

G

5F>=L>85=384=5

O

3I1LIF5

O

18NI9'

#

I#.LF5

J

41A=L33I1

J

48

O

582=28N3I1

J

41

O

5F53K8>15KI8IFQ13I41F3)

151AF6843=852

G

>

J

38>?

B"

7

*'6.;

!

LI84=85=L

O

85FA8348

J

=5

&

J

7FL153F77FL38

O

15

&

F6843=85

!!

有研究发现#胎盘内分泌对调节胎儿营养运输*能量平衡和

生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内分泌激素检测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和

提高#可以早期诊断先兆流产#使先兆流产的诊治水平有了较大

提高)人胎盘生乳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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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胎盘

合体滋养细胞分泌的单链多肽激素#以往在妊娠中*晚期的高危

妊娠中研究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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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早孕中的报道尚少)现将本院门诊早

孕有先兆流产症状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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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治疗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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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直至胎盘本身具有合成孕激素和雌激素的能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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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

每
*?%

&

+?,

天

上升
*

倍#妊娠
0

&

*,

周达高峰值'

C

(

)从表
*

中可看出#正常

妊娠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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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判断妊娠的预后有其局限性#除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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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升反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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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不良妊娠结局预测的敏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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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早期经保胎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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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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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可及早预测先兆流产的

胚胎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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