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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妊娠期腰痛孕妇分娩方式与产后腰痛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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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妊娠期腰痛足月孕妇分娩方式与产后腰痛的关系$方法
!

对孕
1!

周有腰痛的
N-%

例孕妇分别在孕
1!

周时和产后
!

个月时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腰痛%活动障碍及对腰痛可能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等!根据分娩方式分为社会

因素剖宫产组"

7

组#!有手术指针剖宫产组"

O

组#!顺产组"

R

组#$结果
!

三组产妇产后
!

个月母乳喂养%抑郁的比例及产后休

息时间长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产后
!

个月!三组腰痛及活动障碍评分较孕
1!

周时均有下降!

7

组的腰痛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O

%

R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三组活动障碍的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产后
!

月各组间的比较中!

7

组的腰痛及活动障碍

评分均较
O

%

R

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O

%

R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

有手术指针剖宫产与产后腰痛关系不大!其发

生率与顺产一致!而社会因素剖宫产与产后腰痛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腰痛&妊娠&剖宫产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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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腰痛是孕妇常见的症状#国外报道其发生率为

N#,

!

6#,

'对一些女性而言#妊娠期间的腰痛可能就是其终

身腰痛的开始)

$51

*

'妊娠妇女分娩后半年仍然存在腰痛的比例

是
N,

!

"#,

'即使在产后
1

年#孕期有过腰痛者依然有
%#,

存在腰痛)

"

*

'目前就剖宫产是否会影响孕期腰痛的预后还存

在争议'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分娩方式与妊娠期有过腰痛的

孕妇产后发生腰痛的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

%##-

年在本院生产$包括剖宫产和顺

产%的第一胎(足月产妇'通过询问病史(体格检查(

O

超和骨

密度测定排除有产科并发症和以下既往史者!$

$

%孕前接受过

腰椎手术&$

%

%脊柱肿瘤&$

1

%脊柱畸形&$

"

%骨质疏松&$

N

%神经

系统疾病&$

!

%腰椎及骨盆带区骨折(外伤&$

+

%腰椎及骨盆带区

炎症&$

6

%孕前腰痛'所有被调查者均被明确告知研究的方法

和目的#并被告知可以随时退出本研究'

本研究对象的选取相对严格#对于母乳喂养(产后抑郁(产

后休息时间长短等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因素均做了分析'生

产时的麻醉方式已被证实与产后腰痛无相关性)

N5!

*

#故本研究

未将麻醉方式作为一项单独研究指标'研究对象孕期腰痛及

活动障碍指数无统计学意义#且均为头胎(单胎#无明显产科并

发症'正是严格的入选标准#导致研究样本相对偏小'

>*?

!

分组原则
!

按照分娩方式分为社会因素剖宫产组$

7

组%#有手术指针剖宫产组$

O

组%#顺产组$

R

组%'

>*@

!

调查方法

>*@*>

!

调查者分别在被调查对象孕
1!

周及产后第
!

个月对

其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及相关资料#孕
1!

周问卷包括年龄(

身高(肥胖指数(受教育程度(是否失业(城市或农村人口(有无

照顾者(疼痛部位(疼痛程度(疼痛性质(疼痛加重及缓解方法

和孕妇活动能力$日常活动#家务劳动#户外活动%等'产后
!

个月问卷包括产后休息时间长短(日常活动能力(疼痛情况(是

否母乳喂养(有无产后抑郁等'

>*@*?

!

本研究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03?ADA4AD/

@

3=AD9

#

7̂_

%和功能障碍指数量表$

/3H93>:

E

LO\A4..03A80D0>

E]

?935

>0/44A0:9

#

WX̀

%进行疼痛和功能障碍评分 疼痛严重程度用

7̂_

进行评定'在纸上面划一条
$#=B

的横线#横线的一端

为
#

#表示无痛&另一端为
$#

#表示无法忍受的疼痛&中间部分

表示不同程度的疼痛#分值越高#疼痛越重'让患者根据自我

感觉在横线上划一记号#表示疼痛的程度'功能障碍用
WX̀

-$#1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1#

期



量表进行评定'

WX̀

就孕妇日常生活的走(坐(站(举等分为

$#

个部分进行评分#每个部分
#

!

N

分#

#

分表示没有活动限

制#

N

分表示最为严重的限制#总分为
N#

分#其得分乘以
%

即

表示活动受限的指数)

+

*

'产后抑郁用
a?4

@

抑郁自评量表进

行判定#分值大于
N#

诊断为抑郁'被调查者对于问卷表上的

研究项目及专业术语均可以咨询研究者'

>*A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用
_\__$!*#

进行统计学处

理#采用描述性统计#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和
2

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

!

一般情况
!

本研究中共有
!$!

例孕妇符合研究要求#其

中
%"

例未能完成产后
!

个月的随访#实际共
N-%

例产妇参与

本次调查'

N-%

例产妇中分娩方式为剖宫产者
"#6

例$剖宫产

比例
!6*-%,

%#其中有手术指征剖宫产
%$1

例$占总数的

1N*-6,

%#社会因素剖宫产
$-N

例$占总数的
1%*-",

%&顺产

$6"

例$占总数的
1$*#6,

%'

本研究中三组研究对象产后
!

个月母乳喂养率(抑郁发生

的比例及产后休息时间长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产后
!

个月一般资料

组别 母乳喂养$

,

% 产后抑郁$

,

% 产后休息时间$

FP(E

#

.

%

7

组
"%*$$ 6*+1 $%N*%$P$#*#$

O

组
1-*!+ 6*"- $%#*1%P$%*%+

R

组
"1*N$ 6*1+ $$6*+-P$$*N-

; #*#+$ #*#!1 #*#N-

?*?

!

7̂_

及
WX̀

评分
!

孕
1!

周#三组被调查者的
7̂_

评

分均值大于
1

分#存在明显疼痛&其
WX̀

评分均值大于
1#

分#

有明显功能障碍#三组间
7̂_

及
WX̀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N

%'

与孕
1!

周比较#产后第
!

个月三组被调查者的
7̂_

及

WX̀

评分分值均有所下降#但
7

组
7̂_

评分下降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O

(

R

组
7̂_

评分下降有统计学意义&三组的
WX̀

均有显著下降'

7

组腰部疼痛在产后缓解不明显#

O

(

R

组腰

部疼痛缓解明显'三组的功能障碍在产后都都到了明显改善'

产后第
!

个月
7̂_

评分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

组

与
O

组(

7

组与
R

组其
7̂_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组与
R

组其
7̂_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WX̀

评分统计学处理后

得到同样结果'产后第
!

个月#

O

(

R

组的腰痛程度较
7

组轻#

功能较
7

组好#见表
%

'

表
%

!!

孕
1!

周与产后
!

个月
7̂_

及
WX̀

评分#

FP(E

$

组别
孕

1!

周

7̂_ WX̀

产后
!

月

7̂_ WX̀

7

组
1*!1P#*+$ 1"*N!P+*-1

%*-1P#*6%

%

$!*-"P!*$$

%

O

组
1*N-P#*-% 1N*%+P!*#6

$*#$P#*+!

%

$$*$-PN*+-

%

R

组
1*!+P#*"- 11*-6P6*#$

#*-+P#*N-

%

-*"-P!*N$

%

; #*#-$ #*#!+ #*#$1 #*#%+

!!

%

!

;

"

#*#N

&

%

!

;

#

#*#N

#与孕
1!

周比较'

@

!

讨
!!

论

腰痛是妊娠期女性常见的并发症#流行病学研究提示超过

半数的孕期妇女有过腰痛的经历'一般认为是由于孕期负荷

过大及生理机能改变所致)

65$#

*

'多数在产后均有不同程度的

缓解#但剖宫产尤其是社会因素剖宫产对于孕期腰痛的预后有

无影响#尚无相关报道'

7DB90.A

等)

$$

*和
bA04?

等)

$%

*认为剖宫产可以导致产后腰

痛#而顺产不会'在前两者的研究中#没有将剖宫产中社会因

素剖宫产与有手术指针剖宫产进行区分#故其研究有一定的局

限性'本研究如果对这一现象不加以区分也有可能得到类似

的结论'考虑这一因素#本研究将被调查者重新进行了分组'

由于产后母乳喂养(产后抑郁的发生及产后休息时间长短均可

能影响产后腰痛的程度#本研究中对三组研究对象的这些影响

因素加以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排除了这些因素对研究结果

的干扰'一般认为剖宫产后休息时间较长#顺产后休息时间较

短#本研究发现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具体的生活环

境(工作性质有关'

孕
1!

周时被调查者腰痛程度及功能障碍三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三组孕妇均有较为明显的腰痛和功能障碍#这一现

象可能与妊娠晚期孕妇重心前移有关#其腰椎代偿性前凸增大

影响活动能力#导致孕妇显著腰痛并伴有功能障碍'产后第
!

个月#被调查者腰痛程度及功能障碍较孕
1!

周时均有不同程

度缓解#但三组间腰痛程度下降情况有所不同#这说明除妊娠

期反应性腰痛这一原因外#还应考虑其他的相关影响因素对产

后腰痛的影响'社会因素剖宫产组腰痛程度下降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有手术指征剖宫产组和顺产组腰痛程度下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而功能障碍三组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三组功

能障碍下降情况与妊娠期及产后腰椎形态改变相适应#分娩后

随着子宫复旧和腰椎形态恢复#产妇活动功能障碍减轻&而三

组间产后腰痛程度的下降与产后腰椎形态改变不一致#这可能

与腰椎形态改变不是影响产后腰痛的唯一因素有关'

本研究中#有手术指针剖宫产与产后腰痛关系并不密切#

其发生率与顺产一致#而社会因素剖宫产与产后腰痛有密切关

系'考虑社会因素剖宫产产后腰痛发生率较高的原因可能与

剖宫产手术时机选择(术后子宫恢复及其心理行为认知等因素

有关'社会因素剖宫产孕妇由于择日剖宫产的情况存在#大多

数社会因素剖宫产均选择在子宫下段尚未完全形成(无规律宫

缩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其腰痛的发生可能与这类人群分娩时子

宫下段形成差于顺产和有手术指针剖宫产有关#但对于子宫下

段形成情况的差异对产后持续腰痛造成的不同影响及其形成

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证实'同时选择社会因素剖宫产的孕

妇及家庭还可能由于其多数对妊娠过度重视#对自然分娩有畏

惧情绪#产后强调传统的静养休息#缺乏对腰部肌肉的锻炼#影

响其恢复#从而增加产后腰痛的发生'孕产妇生活习惯的差异

导致其产后腰痛发生的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和大

样本研究来证实'

cQW

报道#

%##+

!

%##6

年中国剖宫产率高达
"!*%,

)

$1

*

#

远高于其他国家水平'剖宫产相关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和剖

宫产医学指征的放宽可能加剧了近年来我国剖宫产率的上

升)

$"

*

'重庆市剖宫产率也逐年上升#社会因素(胎儿窘迫和头

盆不称是近年来重庆市前三位的剖宫产原因)

$N

*

'剖宫产操作

本身对子宫组织结构的破坏#增加切口子宫内膜异位症及相关

并发症的发生率#而社会因素剖宫产使这一现象更加突出'本

研究提示社会因素剖宫产增加产后腰痛的发生率#产后功能障

碍恢复差于有手术指针剖宫产和顺产'

本研究只观察到了产后
!

个月#时间较短#对于腰痛患者

而言#一般需要
$

!

%

年的随访(观察'加之样本量偏小#本研

究仅是初步研究#说明存在这种情况#但可信度更高的结果需

要更大规模(前瞻性的(随机研究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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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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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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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二次异位妊娠后再次异位妊娠及不孕概率增加#三次异位妊娠

后#在本观察组中#目前无
$

例妊娠'在术后已剖宫产患者#术

中探查输卵管#外观未见明显异常'同时#在行不孕症或再次

异位妊娠手术中#可见部分既往有输卵管开窗取胚病史的患

者#其输卵管出现凹陷甚至缺损#以峡部明显'故单纯追求保

留输卵管是片面的#更重要是保留输卵管的完整性及正常功

能'在本观察中#予
&'()

息隐药物治疗联合腹腔镜保守手

术治疗#综合了二者优势#较药物保守治疗#明显缩短治疗(观

察时间#较直接手术#减少术中失血#避免了对输卵管医源性损

伤&杜绝了持续性异位妊娠'对于术后妊娠情况#需严格排除

影响不孕的多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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