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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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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分析早期综合干预对早产低体质量儿血清脂联素"

CU@

#&神经发育的影响%方法
!

筛选

;7!N

年
2

月至
;7!#

年
!

月在该院儿科住院的早产$低体质量儿
!77

例!按家长自愿的原则分为干预组
N7

例进

行早期综合干预!对照组
N7

例进行常规干预%选择该院同期分娩的正常足月儿
37

例为健康组!分析
3

组婴儿

在
!;

月龄内的神经发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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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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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组修订版
)̂

R

+H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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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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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龄均低于健康组的!高于对照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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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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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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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干预组与对

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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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相当!均明显低于健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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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组婴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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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龄综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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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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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婴儿组间体质量&身长&头围体格发育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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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接近健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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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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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综合干预可有效改善早产低体质量儿的神经发育!预防或减轻其伤残的发生!而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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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可能与其生长发育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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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体质量越低#其器官发育水平越差#出生

后早期易合并较多的其他严重疾病#同时早期能量*

营养素摄入不足#易导致生长发育落后#影响远期的

神经发育等'

!';

(

$早期综合干预是在婴儿大脑发育初

期给予良性刺激*充分开发大脑潜能而改善其神经行

为异常发育#预防或减轻伤残的发生#提高其智力运

动发育水平#接近正常的健康婴儿'

3

(

$人血清脂联素

!

CU@

"是由脂肪组织细胞表达#在调控胎儿及新生儿

的生长发育方面作用突出$现已有的研究表明#随着

胎儿胎龄的延长#胎儿脐血
CU@

水平逐渐上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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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早产体质量儿与血清
CU@

*神经发育方面的

关系研究国内鲜有报道$

H

!

资料与方法

H4H

!

一般资料
!

筛选
;7!N

年
2

月至
;7!#

年
!

月间

在本院儿科住院的早产低体质量婴儿
!77

例#家属签

署知情同意书#研究通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按家长自愿的原则进行早期综合干预#分为干预组
N7

例#对照组
N7

例$纳入标准'

N'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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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体质量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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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产低体质量婴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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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合并影响本研究结果的遗传性疾病$排除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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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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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低下者)!

;

"苯丙酮尿等遗传代

谢性疾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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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畸形者)!

:

"先天性心脏病者)

!

N

"父母的文化程度影响了婴儿被干预的依从性者)

!

2

"

;!

三体综合征者)!

#

"败血症者$两组婴儿性别

比*胎龄*体质量*身长*头围*并发症等一般资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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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同时#选择本

院同期分娩的足月儿
37

例为健康组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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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对照组进行常规体检*常见病防治及营

养指导等常规干预措施$研究组进行早期综合干预%

从
!;6

至
!;

个月每月进行
!

次随访#建立干预档案#

内容包括+新生儿围产期健康信息卡,+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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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发育训

练记录,等$干预组采用鲍秀兰'

N

(编写的+

7

#

3

岁%儿

童最佳的人生开端,的干预措施%包括采用婴儿游泳*

抚触*智能训练*肢体功能训练*脑苷肌肽及营养素药

物等治疗$具体干预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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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参加育儿培

训班#学习婴幼儿早期智力开发*喂养知识与方法*疾

病预防等科学育儿方法#学会婴儿抚触*被动操$同

时以婴儿神经行为发育评估法#血常规化验及营养评

估#早期发现脑发育及营养不良状况$!

;

"对有运动

发育落后*肌张力异常及姿势异常#疑似脑瘫的婴儿

坚持在康复中心由康复医学科专业治疗师进行运动

疗法#包括大运动及精细运动疗法#理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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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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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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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游泳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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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抚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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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多与婴儿进行语言与视觉交流#可辅助适

当的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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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脑苷肌肽等促进脑代谢药物*

营养素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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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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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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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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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龄"婴儿的自

发运动*交互行为活动和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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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观察参数包

括%自主神经功能的稳定性*行为调节!人与人*人与

环境和人与物品"*运动项目!功能性运动活动和非功

能性自发运动谱"$采用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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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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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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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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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组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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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婴儿
CU@

水平变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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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逐渐上升#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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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婴儿体质量*身长*头围比较
!

3

月龄时#

3

组婴儿组间体质量*身长*头围体格发育
3

指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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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N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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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龄#干预组

体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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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低体质量儿易感染#常伴有脑病*颅内出血*

呼吸暂停等并发症#消耗能量多#若婴儿体内营养物

质不足#阻碍其出生后的生长发育#可能直接影响神

经行为等远期预后'

!7

(

$

近年来#随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及早期营养支

持技术的不断完善#早产低体质量儿的病死率明显降

低#而其出生后的神经发育等问题已成为新生儿科新

的挑战$婴幼儿脑组织发育尚未固化#故脑损伤或发

育缺陷引起的运动功能发育障碍尚处于初级阶段$

唐琪等'

!!

(研究显示#早期给予大脑良性刺激#可使早

产低体质量儿大脑潜能得到充分开发促进其行为神

经正常发育#降低其伤残的发生率#使智力发育水平

正常#但若忽略早期干预#高危儿易出现软组织挛缩*

关节畸形等并发症增加后期的治疗难度$本研究显

示#早期综合干预婴儿#在
!;

月龄
L̂?U

评分基本接

近优秀水平#且接近正常足月婴儿的神经发育水平#

高于未进行干预的早产低体质量儿#这表明经过早期

综合干预可明显改善早产低体质量儿的神经发育#预

防或减轻其伤残的发生'

!;'!3

(

$

人血清
CU@

在调节糖类*脂类的代谢过程中具

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围生期调控胎儿及新生儿出生

后的生长发育'

!:

(

$已有研究表明胎儿脐血
CU@

水平

与胎龄呈正相关'

!N

(

#但目前就早产低体质量儿血管紧

张素转换酶!

&\]B

"与二磷酸腺苷!

CU@

"水平关系

的相关研究#国内文献鲜有报道$

A?>L&AA

等'

!2

(和

LFE?&g&

等'

!#

(认为早产及低体质量均可能是影响

其
CU@

水平的主要因素$国内研究发现早产儿出生

第
!

天血清
CU@

水平明显低于足月儿'

!$

(

#但第
!:

天

的
CU@

水平较第
!

天明显上升#当通过干预早产低

体质量儿近足月后
CU@

水平趋于稳定$本研究显

示#

3

组婴儿出生第
!

天时#早产低体质量儿均明显低

于足月健康婴儿#与报道一致)经
!;

个月的早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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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
CU@

水平逐渐上升#在
!;

月龄的
CU@

水平较

接近足月健康婴儿#明显高于未给予早期干预的早产

低体质量儿#这表明
CU@

水平的高低可能与婴儿的

生长发育相关$本研究显示#

3

月龄时#

3

组婴儿组间

体质量*身长*头围体格发育
3

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747N

")但在
2

*

"

*

!;

月龄#进行早期综合干预

的早产低体质量儿体格发育
3

指标逐渐接近足月正

常婴儿#明显优于未给予早期干预的#这表明早期系

统的综合干预对早产低体质量儿的体格发育起到了

协同作用$

综上所述#在
!

岁内进行综合干预早产低体质量

生长发育迟缓儿#可有效促进神经发育#预防或减轻

伤残的发生#而血清
CU@

水平可能与早产低体质量

儿的生长发育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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