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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大脑中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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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静脉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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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胎儿宫内缺氧的应用

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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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胎儿宫内缺氧具有重要价

值!可为孕产妇是否终止妊娠及妊娠结局预测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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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为孕产妇常见病#同时也是胎儿宫

内缺血或者缺氧的主要诱因#而胎儿宫内缺氧可引起

胎儿宫内窘迫#导致新生儿窒息#严重可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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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胎儿宫内缺氧可对神经系统造成损伤#导致胎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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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障碍等严重后遗症#同时缺氧时间越长造成的危害

越大)故对妊娠期高血压患者胎儿宫内缺氧进行早

期诊断与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临床普遍采取测

量胎儿脐动脉的方式来了解胎儿宫内发育情况#由于

孕周*取样部位以及胎儿活动均为血流参数影响因

素#故其预测胎儿预后存在一定局限性#建立评价妊

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胎儿宫内缺氧有效的预测指标

属于围生期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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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妊娠期高血压孕妇

与无妊娠期并发症孕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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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研究对象#探讨大

脑中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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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静脉导管$

XE

&预测妊娠期高血

压孕妇胎儿宫内缺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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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倒置&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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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0

!!

3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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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H

!!

38I

血流频谱%大脑中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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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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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妊娠期特有疾病之一#具有

较高的发病率#患者子宫部位血管生理性变化主要为

子宫肌层与蜕膜各个部分血管出现急性动脉粥样硬

化现象'

).-

(

)妊娠期高血压可增加胎儿宫内缺血或者

缺氧率#甚至导致死胎*死产事件#产前及时采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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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对胎儿宫内缺氧进行预测#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围生儿病死风险)

当前胎儿宫内缺氧依然以彩色超声评估脐血流

参数进行预测#由于脐动脉血流参数影响因素多#故

检测准确性有待提升)胎儿大脑属于重要器官#存在

丰富血流灌注#通过脑动脉血流参数检测可将胎儿情

况有效反映出来#

38I

为胎儿大脑半球区域血供最

丰富的血管#能够反映脑循环具体动态变化情况#从

而对胎儿宫内缺氧具有诊断价值'

/

(

)全身小动脉痉

挛为妊娠期高血压孕妇基本病理改变#可产生外周循

环阻力提升表现#当出现胎儿宫内缺氧情况#即显现

,脑保护效应-#胎儿脑血管扩张#同时阻力减小#脑血

供明显增多#其在彩超表现上主要包括舒张期血流速

度提升#

DS

降低'

(

(

)对于严重低氧血症#胎儿
38I

极度扩张#导致血流量很大#并且
DS

下降明显)

38I

阻力减小情况能显示血流重新分配实际严重程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不同孕周胎儿
38I EF:R

显著高于对照组#

38I5

"

X

*

DS

*

GS

显著低于对照组#

提示相较于健康妊娠者#妊娠期高血压可引起胎儿

38I

血流速度明显升高*阻力降低#增加胎儿宫内缺

氧风险)

XE

参数能对胎儿宫内状态进行评估#进而有效

预测胎儿宫内发育情况)多项研究指出#低氧刺激能

够引起
XE:

波明显降低或反向'

$%.$$

(

)孕妇妊娠早*

中期#通常为低氧因素直接对胎儿心肌产生作用引起

:

波变化#妊娠晚期通常为直接神经反射或者继发内

分泌效应对胎儿心率*邻近血管阻力与收缩力产生作

用引起)对于胎儿宫内缺氧而言#其血流动力学特点

主要为右心改变以及舒张期改变#通过
XE

检测可了

解右心舒张功能)胎儿宫内缺氧主要表现之一为
:

波降低#最后消失或反向'

$1

(

)本研究显示#试验组不

同孕周胎儿
XE5

"

X

较对照组显著升高#其中
'

例严

重宫内窘迫胎儿
XE5

"

X

高达
H&(

*

H&'

*

H&%

#均存在

XE

多普勒频谱
:

谷消失或者反向情况#并且
38I

GS

*

DS

严重降低#最后择期终止妊娠#与周耐华等'

$'

(

研究结论一致)说明妊娠期高血压可导致胎儿
XE

5

"

X

升高#严重宫内窘迫胎儿会产生
XE:

谷消失或

者反向表现#

38I

联合
XE

能够进一步判断胎儿缺

氧程度#提高诊断可靠性)此外#试验组胎儿出生后

I

NK

:9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头颅超声表现情况明

显差于对照组#提示妊娠期高血压可影响新生儿身体

状况#增加不良妊娠结局风险#依据
38I

联合
XE

检

测结果#可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新生儿情况)郭

凤军等'

$0

(研究提出#根据彩超检测结果了解妊娠期高

血压胎儿
38I

与
XE

血流变化#可为预测胎儿宫内

情况提供指导价值#与本组结论相符)

综上所述#对妊娠期高血压患者采取
38I

联合

XE

预测法#可为胎儿宫内缺氧的检出提供依据#从而

积极给予干预治疗#减少围生儿病死事件#改善围生

医学质量)本研究所取样本量较少#患者个体差异影

响较大#故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局限性#有待后续大样

本研究对本次结论进行进一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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