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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
'#!$b'#!)

年四川省孕产妇死亡评审情况进行分析!以期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医疗保健机构采取

措施减少孕产妇死亡!进一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提供参考&方法
!

死亡评审专家组依据
_GB

的)十二格法*对四川省
'#!$b

'#!)

年
!)2

例孕产妇死亡资料进行评审!本研究对评审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
!

省级已完成
!)2

例孕产妇死亡评审!产科

出血%妊娠期高血压疾病%静脉血栓形成及肺栓塞症%心脏病%羊水栓塞是四川省孕产妇死亡的前
$

位主要原因&

!)2

例已评审的

死亡病例中!可避免死亡
!'(

例!占
+)"#+3

!不可避免死亡
21

例!占
'2"123

&

!'(

例可避免死亡病案中!按首位影响因素分析!

医务人员知识技能因素
)+

例!占
$("#23

!居第
!

位!其中县%乡级医务人员知识技能因素分别占
2+"1#3

和
$")$3

#个人家庭因

素
$+

例!占
($"1+3

&结论
!

加强高危孕妇规范化管理工作!保障边远地区血源供应及时!加强产科医务人员急救知识培训成为

四川省减少孕产妇死亡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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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文化'医疗

保健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国际社会上受到极大程度的重视(

!

)

"

随着国家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四川省高龄孕产妇比例增高!

为进一步掌握四川省孕产妇死亡率及死亡的影响因素!为卫生

行政部门决策全省妇幼卫生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对四川

省
'#!$b'#!)

年死亡孕产妇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

供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医疗保健机构参考"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本次分析的资料来源于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2!

日经过省级评审孕产妇死亡病例
!''

例!

'#!)

年
!

月
!

日至
'#!)

年
1

月
2#

日经过省级评审孕产妇死亡病

例
(!

例!两年合计
!)2

例"

B"C

!

方法
!

孕产妇死亡评审专家组按照,中国妇幼卫生监测

总方案-

(

'

)中孕产妇死亡评审的规定和要求!对其死因做出正

确诊断*根据
_GB

推荐的十二格表评审方法!找出影响孕产

妇死亡的主要因素(

2

)

"

C

!

结
!!

果

C"B

!

孕产妇死亡基本情况
!

'#!$b'#!)

年死亡的
!)2

例孕

产妇!年龄
!)

!

$'

岁!

2$

岁以下
!'#

例!占比为
+2")'3

!

2$

岁

及以上高龄孕产妇
(2

例!占比为
')"2,3

"死亡孕产妇文化

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小学文化程度
)'

例!占比为
2,"#(3

!初

中文化程度
)$

例!占比为
21",,3

!而高中及以上
2)

例!仅占

''"#,3

"死亡孕产妇家庭经济状况普遍偏低!人均年收入小于

'###

元的
$,

例!占
2$"$,3

*人均年收入
'###

!#

(###

元
$!

例!占
2!"'13

*人均年收入
(###

元及以上
$(

例!占
22"!23

"

C"C

!

死亡评审结果

C"C"B

!

死因分类及顺位
!

省级已完成
!)2

例孕产妇死亡评审

中!产科出血'妊娠期高血压疾病'静脉血栓形成及肺栓塞症'

心脏病'羊水栓塞是四川省孕产妇死亡的前
$

位主要原因(

(*)

)

"

!)2

例死亡孕产妇中!直接产科原因死亡
,'

例!占
$#"2!3

!间

接产科原因死亡
,!

例!占
(1")13

*产科出血死亡
$'

例!占

2!"1#3

"见表
!

!

2

"其中产科出血死亡孕产妇所占比例由

'#!!

年的
(+")'3

逐渐下降到近
'

年的
2!"1#3

!内科合并症'

栓塞性疾病所致死亡的比例在逐渐上升"

C"C"C

!

评审结论
!

!)2

例已评审的死亡病例中!可避免死亡

!'(

例!占
+)"#+3

!不可避免死亡
21

例!占
'2"123

"说明通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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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各个环节影响因素的干预!四川省大部分孕产妇的死亡是可

以避免的"

表
!

!!

!)2

例死亡孕产妇主要死亡原因#

&

&

3

'$

死因分类
'#!$

年
'#!)

年 合计

产科出血
(#

$

2'"+1

%

!'

$

'1"'+

%

$'

$

2!"1#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

$

1",(

%

2

$

+"2'

%

!$

$

1"'#

%

羊水栓塞
!

1

$

+"2,

%

!

$

'"((

%

!#

$

)"!2

%

静脉血栓形成及肺栓塞症
!

,

$

)"$)

%

2

$

+"2'

%

!!

$

)"+$

%

心脏病
!

+

$

$"+(

%

(

$

1"+)

%

!!

$

)"+$

%

癫痫
!

(

$

2"',

%

#

$

#"##

%

!

(

$

'"($

%

肺结核
!

(

$

2"',

%

#

$

#"##

%

!

(

$

'"($

%

各类胰腺炎
!

(

$

2"',

%

!

$

'"((

%

!

$

$

2"#+

%

蛛网膜下腔出血
!

2

$

'"()

%

2

$

+"2'

%

!

)

$

2"),

%

产褥感染
!

'

$

!")(

%

!

$

'"((

%

!

2

$

!",(

%

肺炎
!

'

$

!")(

%

!

$

'"((

%

!

2

$

!",(

%

肝脏疾病
!

'

$

!")(

%

2

$

+"2'

%

!

$

$

2"#+

%

妊娠合并内分泌系统疾病
!

'

$

!")(

%

#

$

#"##

%

!

'

$

!"'2

%

妊娠合并急'慢性肾炎
!

!

$

#",'

%

#

$

#"##

%

!

!

$

#")!

%

妊娠剧吐
!

!

$

#",'

%

#

$

#"##

%

!

!

$

#")!

%

死胎
!

!

$

#",'

%

#

$

#"##

%

!

!

$

#")!

%

支气管哮喘
!

#

$

#"##

%

!

$

'"((

%

!

!

$

#")!

%

系统性红斑狼疮
!

#

$

#"##

%

!

$

'"((

%

!

!

$

#")!

%

获得性免疫缺陷性综合征
!

#

$

#"##

%

!

$

'"((

%

!

!

$

#")!

%

其他疾病
'#

$

!)"21

%

)

$

!(")2

%

')

$

!+"+1

%

合计
!''

$

!##"##

%

(!

$

!##"##

%

!)2

$

!##"##

%

表
'

!!

直接产科原因死亡孕产妇的疾病构成情况#

&

&

3

'$

死因分类
'#!$

年
'#!)

年 合计

产科出血
(#

$

)!"$(

%

!'

$

+#"$1

%

$'

$

)2"(!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

$

!,"()

%

2

$

!+")$

%

!$

$

!,"'1

%

羊水栓塞
1

$

!2",$

%

!

$

$",,

%

!#

$

!'"'#

%

产褥感染
'

$

2"#,

%

!

$

$",,

%

2

$

2"))

%

死胎
!

$

!"$(

%

#

$

#"##

%

!

$

!"''

%

妊娠剧吐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C"C"D

!

影响因素
!

!'(

例可避免死亡病例中!按首位影响因

素分析!医务人员知识技能因素
)+

例!占
$("#23

!居第
!

位!

其中县'乡级医务人员知识技能因素分别占
2+"1#3

和

$")$3

*个人家庭因素
$+

例!占
($"1+3

"

'#!)

年与
'#!$

年

比较!省$市%级和乡级知识技能影响占比增幅较大!见表
(

"

表
2

!!

间接产科原因死亡孕产妇的疾病构成情况#

&

&

3

'$

死因分类
'#!$

年
'#!)

年 合计

静脉血栓形成及肺栓塞症
,

$

!("#(

%

2

$

!'"$#

%

!!

$

!2"$,

%

心脏病
+

$

!'"',

%

(

$

!)")+

%

!!

$

!2"$,

%

癫痫
(

$

+"#'

%

#

$

#"##

%

(

$

("1(

%

各类胰腺炎
(

$

+"#'

%

!

$

("!+

%

$

$

)"!+

%

肺结核
(

$

+"#'

%

#

$

#"##

%

(

$

("1(

%

蛛网膜下腔出血
2

$

$"')

%

2

$

!'"$#

%

)

$

+"(!

%

肝脏疾病
'

$

2"$!

%

2

$

!'"$#

%

$

$

)"!+

%

肺炎
'

$

2"$!

%

!

$

("!+

%

2

$

2"+#

%

妊娠合并内分泌系统疾病
'

$

2"$!

%

#

$

#"##

%

'

$

'"(+

%

妊娠合并急'慢性肾炎
!

$

!"+$

%

#

$

#"##

%

!

$

!"'2

%

支气管哮喘
#

$

#"##

%

!

$

("!+

%

!

$

!"'2

%

系统性红斑狼疮
#

$

#"##

%

!

$

("!+

%

!

$

!"'2

%

获得性免疫缺陷性综合症
#

$

#"##

%

!

$

("!+

%

!

$

!"'2

%

其他疾病
'#

$

2$"#1

%

)

$

'$"##

%

')

$

2'"!#

%

合计
$+

$

!##"##

%

'(

$

!##"##

%

,!

$

!##"##

%

表
(

!!

!'(

例孕产妇死亡首位影响因素构成#

&

&

3

'$

项目
'#!$

年
'#!)

年 合计

医务人员知识技能
$!

$

$2"!2

%

!)

$

$+"!(

%

)+

$

$("#2

%

县级知识技能
21

$

(#")2

%

,

$

',"$+

%

(+

$

2+"1#

%

省$市%级知识技能
1

$

1"2,

%

(

$

!("'1

%

!2

$

!#"(,

%

乡级知识技能
2

$

2"!2

%

(

$

!("'1

%

!

+

$

$")$

%

个人家庭因素
($

$

()",,

%

!'

$

('",)

%

$+

$

($"1+

%

个人家庭知识技能
2)

$

2+"$#

%

!!

$

21"'1

%

(+

$

2+"1#

%

个人家庭态度
+

$

+"'1

%

!

$

2"$+

%

!

,

$

)"($

%

个人家庭态度资源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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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产妇保健管理不规范!需要进一步加强全省高危孕妇

筛查和管理
!

从本次分析的
!)2

例死亡病例来看!有
($

例$占

'+")!3

%孕产妇在孕期未接受过产前检查!说明孕产妇系统保

健三级网络管理仍有较大缺陷(

+

)

"基本公共卫生项目实施以

来!部分地区未能将孕产妇系统管理与基本公共卫生项目有机

地结合!未及时发现辖区的高危孕妇!对高危孕妇未进行有效管

理和及时的干预!出现了部分高危孕妇出现漏筛'漏管现象!导

致临产时病情危重'救治不及时或救治困难而死亡"随着孕产

妇流动性的增加!发现'筛查和管理高危孕妇的难度也有所增

大(

,*1

)

"各地要采取多种措施有效发挥基层三级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网络作用!加强孕情监测和高危孕产妇筛查'预警'专案

管理!规范落实孕前保健'孕期保健服务!确保高危孕产妇获得

有效管理和救治(

!#*!!

)

"边远和民族地区要采取多种方式尽早

发现孕妇并及时进行高危筛查!对发现的高危孕妇采用/人盯

人!一对一0模式进行精准管理!降低重点地区孕产妇死亡率"

D"C

!

部分地区血源不能满足孕产妇急救需求!需要采取多种

措施解决边远地区血源问题
!

本次分析发现!省级已评审的

!)2

例死亡病例中!有
+(

例有输血记录!其中
$'

例死亡原因

是产科出血!孕产妇救治过程中输血不及时'输血量不够是救

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死亡评审发现#从医生决定输血到开

始输血多在
!

!

'5

以上!最长达
("$5

!部分病例因输血过晚

失去了最佳的抢救时机而死亡"边远地区'民族地区血源缺乏

及取血时间过长是制约孕产妇急救的一个重要因素"

提供助产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要设置输血科或贮血

点!并建立区域内统筹用血的协调机制!有效保障辖区产科用

血储备!增强辖区产科用血的可及性!以确保危重孕产妇救治

需要"对边远地区和交通不便的地区要因地制宜地采取储血'

就近提供血源等多种措施保证孕产妇救治所需要血源"

D"D

!

医务人员产科急救知识薄弱!需要进一步加强产科急救

技能培训
!

在孕产妇死亡的影响因素中!医务人员知识技能因

素占第
!

位"评审发现#部分市$州%'县$区%级医疗保健人员

在产科救治中存在对出血量估计不足'对先兆子宫破裂识别能

力差'止血措施选择不当'输血不及时'不足量'不能果断采取

手术措施止血等产科出血防治技能不足问题!存在对妊娠并发

症'合并症的诊断'处理不规范等问题!在一些地区医务人员产

科急救知识薄弱现象较普遍(

!'*!2

)

"随着生育存量的逐渐释放!

高龄孕产妇人群内外科合并症相应增加!近年高剖宫产率带来

的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凶险性前置胎盘等严重产科并发症引发

的风险凸显!产科质量和安全面临新的挑战!提示产科急救越来

越需要多学科协作!以保证及时诊断和有效治疗!这些都对基层

产科医务人员的产科急救知识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各级助产技术服务机构要建立标化的产后出血防治流程!

建立产科出血风险预警机制及早识别'早干$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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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士官作为基层骨干力量!既要与战士一起生活!共同训练!

又要担任起最基层的管理工作!日常需要独立承担更多责任!

因此在觉察支持上相对较低"$

2

%年龄段差异#

'#

岁以上军人

社会支持总体低于
'#

岁以下军人"

'#

岁以下军人作为刚刚

入伍进入部队的新兵!属于家庭'干部和士官照顾的对象!获得

各种支持较多"而随着军龄的增长!则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

任和家庭责任!扮演付出者的角色"

我国军人社会支持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即社会支持程度

越高则抑郁症状越少!反之则抑郁症状越高"且以往的研究表

明社会支持会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较高的社会

支持度能够给个体带来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持与帮助!从而能够

减少心理压力的产生!降低心理疾病的发病率(

!2

)

"另有研究

者发现社会支持是抑郁发生的缓冲'保护性因素(

!(

)

!社会支持

的缺乏增加个体患抑郁的风险!而良好的社会支持降低抑郁的

发生率!更有利于促进抑郁症的康复"因此!本研究对于预防

军人抑郁的发生!以及消除其他心理疾患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

义"全社会可以进一步改善军人的生活环境并建立良好的社

会沟通机制!维护官兵心理健康!有效预防军人抑郁及其他心

理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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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产科出血的技术流程并进行系统培训"各级妇幼保健机构

或区域性产科急救中心牵头!对辖区的助产技术服务机构产科

医务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培训!重点针对孕产妇前五位死

因开展系列专项培训和技术练兵!同时根据辖区孕产妇死亡评

审'危重孕产妇评审中发现的影响因素进行专题培训"省'市

级大型医疗保健机构加强妊娠合并症'并发症诊治新技术培

训!强化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血栓性疾病等严重并发症的规范

诊治!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各级产科急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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