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著"临床研究
!!

/01

'

!'2&"+"

$

3

214452!+,!6-&$-2.'!-2&$2'!'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与不良妊娠结局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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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耳鼻喉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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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妊娠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Q(9H(

#与不良妊娠结局的相关性$

方法
!

比较该院产科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

例合并
Q(9H(

的妊娠女性和
.''

例不合并

Q(9H(

的妊娠女性的体质量指数"

TI*

#和性激素差异!随访妊娠结局!分析
Q(9H(

与高危妊娠及围生期不

良妊娠结局的相关性$结果
!

合并
Q(9H(

的孕妇超重和肥胖率为
$&2"C

!明显高于不合并
Q(9H(

孕妇的

.&2#C

"

!

.

U!,2#,&

!

!U'2''!

#.合并
Q(9H(

的孕妇妊娠高血压和糖尿病发病率更高"

!

"

'2'#

#.合并
Q(6

9H(

的孕妇雌激素
d.

"

>U%!!2'$'

!

!

"

'2'!

#和孕酮"

>U%+2&..

!

!

"

'2'!

#低于不合并
Q(9H(

的孕妇!血

清
d.

和
B

均与妊娠女性孕前
TI*

呈负相关.两组孕妇在剖宫产'产后出血'胎儿生长受限'胎儿窘迫'早产'新

生儿缺氧和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上例数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合并
Q(9H(

的孕妇妊

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和不良妊娠结局发病率高于不合并
Q(9H(

的孕妇!应加强围生期的预防保健工作!及

时治疗!减少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关键词$

!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妊娠.不良妊娠结局.性激素.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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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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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H(

"是一种病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河北省石家庄市科技支撑计划!

!.!$+!+"&

"%

!

作者简介'刘彬!

!"-.%

"#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耳鼻喉头颈外科的研究%



因不明的睡眠&呼吸疾病#临床表现有夜间睡眠打鼾

伴呼吸暂停和白天嗜睡)

!

*

%由于呼吸暂停引起反复

发作的夜间低氧和高碳酸血症#可导致高血压&冠心

病&糖尿病和脑血管疾病等并发症#甚至出现夜间猝

死%普通人群中
Q(9H(

的发病率仅为
.C

!

$C

#但

在妊娠期发病率高达
!-C

)

.

*

%多项研究发现#妊娠合

并
Q(9H(

的孕妇的肥胖率与激素水平与普通孕妇

存在差异)

&

*

%同时#妊娠合并
Q(9H(

能够促进妊娠

高血压和妊娠糖尿病的发生#甚至早产)

$

*

%妊娠合并

Q(9H(

的孕妇与单一妊娠并发症或新生儿并发症的

研究很多见#但对于妊娠合并
Q(9H(

对不良妊娠结

局发生的影响的研究还鲜有报道%本研究探讨妊娠

合并
Q(9H(

孕妇与未合并
Q(9H(

孕妇体质量指

数!

TI*

"&性激素以及不良妊娠结局之间的差异#为

临床上妊娠期孕妇的保健工作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石家庄市第一医院产科妊娠妇女%

Q(9H(

组纳入标准'!

!

"行多导睡眠图监测确诊为
Q(9H(

(

!

.

"妊娠妇女(!

&

"了解研究目的且知情同意%对照组

纳入标准'!

!

"正常妊娠妇女(!

.

"不合并
Q(9H(

(!

&

"

了解研究目的且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

"近
+

个月

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以及其他可能影响睡眠的药物(

!

.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内分泌&糖尿病&

血红蛋白病&急慢性感染性疾病&恶性肿瘤及结缔组

织疾病患者(!

&

"失访或信息不全者%最后
Q(9H(

组纳入
.''

例#平均年龄为!

.-2$c&2#

"岁#孕周为

!

&'2.c&2"

"周%对照组纳入
.''

例#年龄为!

.-2"c

$2'

"岁#孕周为!

&'2"c$2.

"周%两组研究对象年龄

!

>U%!2&&

#

!U'2!-$

"&孕周!

>U%,.,

#

!U'2'-#

"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具有可比性%

!2"

!

Q(9H(

诊断方法和标准
!

诊断方法'采用美国

d<[?=

公司生产的多导睡眠检测仪进行睡眠监测#时

间大于或等于
,N

#按国际标准同步记录患者的脑电

图&眼动图&颊肌电图&口鼻气流#胸壁和腹壁运动&

$

导心电图以及
(=Q

.

#根据以上结果计算睡眠呼吸暂

停低通气指数!

9H*

"

U

!呼吸暂停次数
8

低通气次

数"$小时%诊断标准'

9H*

&

#

次$
N

即诊断为
Q(6

9H(

)

!

*

#或每小时
(=Q

.

下降大于或等于
$C

的次数

即血氧减饱和度指数大于或等于
!#

次$
N

即诊断为

Q(9H(

)

#

*

%

!2#

!

体质量指数!

TI*

"分组
!

TI*U

体质量!

W

F

"$

身高.

!

<

.

"(按
aHQ

推荐的中国人群
TI*

分类标

准)

+

*

#将研究对象分为体质量过低!

TI*

"

!-2#W

F

$

<

.

"&正常!

TI*!-2#

!

.&2"W

F

$

<

.

"&超重!

TI*.$

!

.,2"W

F

$

<

.

"和肥胖!

TI*

&

.-W

F

$

<

.

"共
$

组%

!2$

!

监测指标
!

性激素检测'在
B(S

检测结束日早

晨#所有受检者均取静息和空腹状态仰卧位抽取肘静

脉血进行性激素测定%应用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系统!美国强生公司"检测雌二醇!

A4@;=/10?.

#

d.

"&

孕酮!

:

;0

F

A4@A;05A

#

B

"水平#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

行%不良妊娠结局随访'随访两组研究对象妊娠结

局#包括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肝内胆汁淤积综合

征&胎儿生长受限&死胎&

(

$

O

比值升高&低体质量儿&

早产&新生儿缺氧等发生率%

!2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2'

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采用
Gc#

进行描述#采用
>

检验进行组间比

较(计数资料采用例数!百分比"进行描述#

!

. 检验进

行组间比较(相关分析采用
BA;405

线性相关%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两组研究对象孕前体质量指数比较
!

Q(9H(

组孕妇体质量超重和肥胖率总和为
$&2'C

#对照组孕

妇体质量超重和肥胖总率为
.&2#C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U!,2#,&

#

!U'2''!

"#见表
!

%

"2"

!

两组研究对象妊娠高血压和妊娠糖尿病发病情

况比较
!

Q(9H(

组孕妇高血压疾病的发生率为

!"2'C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2'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U!-2#+!

#

!U'2''.

"%

Q(9H(

组孕妇糖尿病发

生率
!#2'C

高于对照组的
.2'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U.!2,."

#

!

"

'2'!

"#见表
.

%

表
!

!!

孕妇孕前体质量指数分布情况#

+

)

C

*$

组别
+

体质量过低 体质量正常 超重 肥胖 超重
8

肥胖

Q(9H(

组
.'' $

!

.2'

"

!!'

!

##2'

"

#&

!

.+2#

"

&&

!

!+2#

"

-+

!

$&2'

"

对照组
.'' -

!

$2'

"

!$#

!

,.2#

"

."

!

!$2#

"

!-

!

"2'

"

$,

!

.&2#

"

表
.

!!

孕妇发生高血压和糖尿病情况比较#

+

)

C

*$

组别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妊娠期糖尿病

Q(9H(

组
.'' &-

!

!"2'

"

&'

!

!#2'

"

对照组
.'' !'

!

#2'

"

$

!

.2'

"

!

.

!-2#+! .!2,."

! '2''.

"

'2'!

表
&

!!

孕妇血清
d.

和
B

水平的比较)

Gc#

%

<<0?

(

M

*

组别
+ d. !

Q(9H(

组
.'' !$.2&c.#2+ $-$2$c"'2&

对照组
.'' !+-2#c.!2, #$'2-c--2!

> %!!2'$' %+2&..

! ' '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2#

!

两组研究对象性激素水平比较和与
TI*

之间

的关系
!

Q(9H(

组
d.

!

>U%!!2'$'

#

!

"

'2'!

"和
B

!

>U%+2&..

#

!

"

'2'!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见表
&

%

研究对象血清
d.

及
B

水平与
TI*

的相关性分析提

示#血清
d.

!

=U%'2-&"

#

!

"

'2'!

"和
B

!

=U%'2$!.

#

!

"

'2'!

"均与妊娠女性孕前
TI*

呈负相关%

"2$

!

两组研究对象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比较
!

Q(6

9H(

组和对照组孕妇在剖宫产!

!

.

U!+2',+

#

!

"

'2'!

"&产后出血!

!

.

U#$2.#'

#

!

"

'2'!

"&胎儿生长受

限!

!

.

U!'$2$'$

#

!

"

'2'!

"&胎儿窘迫!

!

.

U+!2",!

#

!

"

'2'!

"&早产!

!

.

U$"2+$!

#

!

"

'2'!

"&新生儿缺氧

!

!

.

U&+2+,'

#

!

"

'2'!

"和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

!

.

U

&&2.&!

#

!

"

'2'!

"上例数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不同种类不良妊娠结局分布见表
$

&

#

%

表
$

!!

两组孕产妇不良妊娠结局比较#

+

)

C

*$

组别
+

剖宫产 产后出血

Q(9H(

组
.'' +$

!

&.2'

"

,.

!

&+2'

"

对照组
.'' &'

!

!#2'

"

!.

!

+2'

"

!

.

!+2',+ #$2.#'

!

"

'2'!

"

'2'!

表
#

!!

两组孕产妇新生儿发生不良妊娠结局#

+

)

C

*$

组别
+

胎儿生长受限 胎儿窘迫 早产 新生儿缺氧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

Q(9H(

组
.'' -"

!

$$2#

"

-!

!

$'2#

"

+#

!

&.2#

"

$&

!

.!2#

"

+'

!

&'2'

"

对照组
.'' &

!

!2#

"

!$

!

,2'

"

!'

!

#2'

"

$

!

.2'

"

!#

!

,2#

"

!

.

!'$2$'$ +!2",! $"2+$! &+2+,' &&2.&!

!

"

'2'!

"

'2'!

"

'2'!

"

'2'!

"

'2'!

#

!

讨
!!

论

!!

Q(9H(

通常是指每夜
,N

睡眠过程中呼吸暂停

和低通气反复发作
&'

次以上#或
9H*

&

#

次$
N

%妊

娠女性合并
Q(9H(

高发)

,

*

%国内外研究发现#由妊

娠合并
Q(9H(

容易引起高血压&糖尿病&子痫&胎儿

宫内发育迟缓&早产&充血性心力衰竭等多种围生期

并发症的发生)

-

*

#严重威胁孕产妇和婴儿的生命健

康%

\K

等)

"

*通过
IA@=

分析发现妊娠合并
Q(9H(

与围生期结局具有相关性#其中妊娠合并
Q(9H(

与

子痫前期发生&早产&剖宫产等具有相关性%国内目

前尚没有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对妊娠合并
Q(9H(

对妊娠结局的影响进行分析#但对于妊娠并发
Q(6

9H(

与单一妊娠合并症高血压的研究和治疗前后妊

娠合并
Q(9H(

妇女妊娠结局的研究多见%余心

华)

!'

*研究发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与
Q(9H(

具有相

关性%廖广园等)

!!

*研究发现持续正压通气对妊娠合

并
Q(9H(

患者妊娠结局具有影响#能够减少胎儿和

妊娠妇女并发症的发生%虽然国外对于妊娠合并

Q(9H(

与不良妊娠结局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较多#

但是国内尚缺乏大样本&高质量的队列研究%因此#

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妊娠合并
Q(9H(

的孕妇与普

通孕妇的临床指标差异#为早期筛查#诊断治疗#减少

不良疾病预后提供指导%

非妊娠人群中#肥胖者
Q(9H(

发病率明显高于

正常体质量指数者%也有学者提出#

TI*

对
Q(9H(

的病情具有一定的筛查价值%本研究在妊娠人群中

对其孕前
TI*

进行研究发现#合并
Q(9H(

的孕妇孕

前体质量超重及肥胖达
$&2"C

#较未合并
Q(9H(

的

孕妇高#与国内米梅艳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肥

胖患者更容易合并
Q(9H(

%可能的原因是肥胖可使

上呼吸道黏膜下组织脂肪存留#上气道变窄(妊娠中

晚期比孕前体质量明显增加#当仰卧睡眠时#口咽部

脂肪的下坠和颈部脂肪的压迫使狭窄的气道进一步

塌陷闭塞)

!&

*

#随着子宫体的不断增大#膈肌逐渐上抬#

胸腔体积减小#肺膨胀受到限制#残气量的减少#进而

导致孕妇的氧合功能不足)

!$

*

%提示对于孕前肥胖和

超重的孕产妇#可进行
Q(9H(

的早期筛查#对妊娠

Q(9H(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减少不良预后具有

重要意义%

多项研究发现#妊娠合并
Q(9H(

的孕妇妊娠高

血压和糖尿病的发病率显著增加)

!#

*

%本研究发现妊

娠合并
Q(9H(

的孕妇妊娠高血压发病率为
!"2'C

#

妊娠糖尿病发病率为
!#2'C

#较非合并
Q(9H(

者

高#与文献研究结果一致%

Q(9H(

能促进妊娠高血

压的发生#目前认为与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间歇性

缺氧导致氧化应激反应和血液流变学异常有关)

!+6!,

*

%

长期的低血氧状态能够刺激肾脏分泌促红细胞生成

素!

dBQ

"#

dBQ

的增高促进高血压的发生并加重高血

压程度%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妊娠高血压和
Q(9H(

的发病具有正反馈作用#妊娠合并高血压可促进
Q(6

9H(

发生#而
Q(9H(

也可以反过来促进血压的升

高#引发不良疾病预后)

!-

*

%而
Q(9H(

引起妊娠糖尿

病的机制目前较为明确#主要与睡眠片段化诱导胰岛

素抵抗和慢性缺氧降低胰岛素敏感性有关)

!"

*

%提示

对于合并
Q(9H(

的孕妇应加强其围生期血压&血糖

监控#提供针对性的预防保健措施#防止妊娠期并发

症的发生%

妊娠期妇女其雌激素和孕激素相对普通女性会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明显升高#以适应妊娠期间的女性自身变化以及对胎

儿的保护%本研究发现#合并
Q(9H(

的妊娠女性雌

激素和孕激素明显低于未合并
Q(9H(

者%相关研

究发现#血清
d.

及
B

水平均与
TI*

呈负相关#这与

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类似%国内外研究发现#血清雌

二醇的减少可导致孕妇
TI*

的增加&皮下脂肪沉积&

颈围增粗增大#引起和加重
Q(9H(

的发生%也有研

究发现#孕酮减少能够进一步加重
Q(9H(

%而孕酮

与异位妊娠&流产等早期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已被正

视%高水平的孕酮可能预示着正常的宫内妊娠#而妊

娠期雌激素和孕激素的降低#可能导致不良妊娠结局

的发生)

.'

*

%

不良妊娠结局与
Q(9H(

的相关研究#目前还鲜

有报道%本研究对研究对象进行妊娠结局的随访#结

果发现#合并
Q(9H(

的妊娠女性不良妊娠结局的发

生率明显高于不合并
Q(9H(

的妊娠女性#在剖宫

产&产后出血&胎儿生长受限&胎儿窘迫&早产&新生儿

缺氧和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上例数分布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提示
Q(9H(

除了导致孕产妇妊娠高

血压和妊娠糖尿病等妊娠期疾病#还可以影响胎儿以

及新生儿#导致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严重威胁人口

质量%其中#胎儿受限&早产发生率最高%而
Q(9H(

是否是影响不良妊娠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还需进一

步研究%

合并
Q(9H(

妊娠女性孕前超重和肥胖率更高#

妊娠期间性激素低于未合并
Q(9H(

#能够促进妊娠

高血压和妊娠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引起不良妊娠结

局%应重点关注具有
Q(9H(

高危因素的妊娠孕妇#

加强对妊娠合并
Q(9H(

的孕妇的相关治疗#减少

Q(9H(

对妊娠以及新生儿的影响#减少不良妊娠结

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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