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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分娩前预测巨大儿的敏感指标!构建新的预测胎儿体质量公式$方法
!

将
1%$)

年
-

月至
1%$-

年
$1

月该院
/)$

例单胎妊娠孕妇纳入研究$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
$

阶段"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筛选
00>

例单胎妊娠孕妇!按分娩后出生体质量分为巨大儿组"

F

组#和正常组"

K

组#!对两组分娩前指标进

行比较!建立预测胎儿体质量的
E[9

曲线图!筛选出灵敏度较高的指标!构建新的预测胎儿体质量的方程式$

第
1

阶段"

1%$-

年
/D$1

月#+根据纳入排除标准筛选
0$)

例单胎妊娠孕妇!应用第
$

阶段得出的预测公式进行

胎儿体质量预测!并评价该公式的临床价值+围分娩期管理%指导分娩方式的选择%巨大儿妊娠结局$结果
!

构

建回归方程
:C$%%i

宫高"

6@

#

$̂1%i

双顶径"

6@

#

$̂%%i

股骨长"

6@

#

(̂>i

胎儿腹围"

6@

#

$̂%>i

产次"

$

或
1

#

D'&>i

羊水指数"

6@

#

D>%%%

!诊断率为
))&'%%a

!高于其他方法$临产前预测巨大儿后!第
$

阶段产妇

新生儿窒息率%产后出血率%肩难产发生率均高于第
1

阶段!两个阶段肩难产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该回归方程能够于临产前较准确地预测胎儿体质量!对分娩方式的选择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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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儿是产科一种常见的现象%欧美国家体质量

大于或等于
0>%%

M

的新生儿被定义为巨大儿%我国

则为体质量大于或等于
0%%%

M

的新生儿&

$

'

)尽管在

过去的
$%%

年里产科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巨大儿的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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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
-

月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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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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娩仍然是产科医生所关注的焦点%并且母体和胎儿在

围产期发生多种并发症的风险上升&

1

'

)有研究指出%

较正常体质量儿%巨大儿的肩难产*臂丛神经损伤*锁

骨骨折*臂骨折的发生率明显增高&

'

'

)巨大儿的分

娩%除了带来难产*产伤等近期并发症%还带来了心血

管疾病*代谢疾病等远期并发症&

0

'

)近年来%由于我

国孕妇摄取营养过多%巨大儿的发生率明显增加%

1%

世纪
(%

年代至今由
)a

上升至
$/a

&

>

'

)目前临床上

多采用产科的宫高*腹围测量法或超声测量法预测胎

儿体质量%然而单纯采用任何一种预测巨大儿并不准

确)研究表明%只用宫高来估计巨大儿的灵敏度小于

>%a

&

)

'

)

1%$)

年
$$

月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

F9[L

$

发布了巨大儿指南%指出巨大儿的预测比较困难%超

声评估胎儿体质量的准确性并不比腹部触诊评估胎

儿体质量的准确性高&

-

'

)有研究指出!各项指标单独

应用时均有较大局限性%至今尚无一种方法可以准确

预测巨大儿&

/

'

)因此本研究在于寻找一种产前能相

对简单及准确评估巨大儿的预测方法%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
1%$)

年
-

月至
1%$-

年
$1

月产科住院待产
1%

"

0>

岁孕妇资料%纳入标准!#

$

$

单胎(#

1

$足月(#

'

$无妊娠高危病史)排除标准!#

$

$

胎儿畸形(#

1

$多胎妊娠*胎膜早破*羊水偏少#羊水指

数小于或等于
/6@

$*妊娠高血压疾病*产前出血*妊

娠期糖尿病等病理妊娠状态)所有操作均为取得相

关执业资格证人员进行)获得
/)$

例
'-

"

01

周孕龄

的单胎妊娠孕妇%研究进行前对所有参与研究者解释

研究设计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课题征得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后进行%审批号!

UU.1%$)%1

)

>&?

!

方法

>&?&>

!

评价指标
!

常用于超声预测胎儿体质量的生

物指标包括双顶径*头围*腹围*股骨长度等&

(

'

)国外

有研究报道%足月妊娠增加的羊水指数与增加的体质

量具有线性相关性&

$%

'

)因此%将双顶径*头围*腹围*

股骨长度*羊水指数作为超声测量值纳入研究)

>&?&?

!

产科宫高*腹围测量法
!

在分娩前
-!

测量孕

妇的宫高*腹围%测量
'

次取均值%以
6@

为单位%测量

由
1

名主治以上的医师进行)嘱孕妇排空膀胱后仰

卧于检查床上%头部稍垫高%露出腹部%双腿略屈曲分

开使腹肌放松%检查者站在孕妇右侧进行检查)腹围

的测量在脐水平进行%以软尺与腹壁间能够容纳一横

指为松紧适宜%宫高的测量为耻骨联合上缘至宫底水

平沿腹壁的弧形距离%对尖腹及悬垂腹等孕妇应在宫

底高度水平将软尺下衬
1

"

'

横指%使测量尺呈浅弧

形)胎先露的高低通过
0

步触诊法检查或临产时的

阴道检查确定)

>&?&@

!

超声测量法
!

采用飞利浦
#I11

型彩色多普勒

超声仪%探头
9>.1

%频率
$&(

"

'&>:cT

)依据/产前

超声诊断学0第
1

版所述方法%采用标准切面测量胎

儿的腹围*双顶径*股骨长及羊水指数%测量
'

次取均

值%以
6@

为单位%由
1

名技术熟练的超声医师进行

固定)

>&?&D

!

新生儿体质量测量
!

胎儿出生后
'%@#,

内由

产科护士应用电子婴儿磅完成新生儿体质量测量%测

量
'

次取均值%以
M

为单位)根据所得体质量%将巨

大儿作为巨大儿组#

F

组$%正常体质量儿作为对照组

#

K

组$)

>&?&E

!

本研究分两阶段进行%第
$

阶段#

1%$)

年
-

月

至
1%$-

年
-

月$使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得出预测胎儿

体质量的新公式%第
1

阶段#

1%$-

年
/D$1

月$使用前

瞻性研究方法评价新公式指导临床价值)

>&?&E&>

!

第
$

阶段
!

00>

例符合条件的产妇%根据实

际体质量分为巨大儿组#

F

组$和正常组#

K

组$%作两组

间分娩前指标对比分析%建立预测巨大儿的
E[9

曲线

图%得出灵敏度较高的指标%以预测体质量与实际体质

量绝对误差小于或等于
1>%

M

为符合&

$$

'

%计算多参数的

回归方程及诊断符合率%构建新的预测胎儿体质量的方

程式%出生后
102

内统计不良妊娠结局数%观察胎儿性

别及孕母身高等因素对预测准确性的影响)

>&?&E&?

!

第
1

阶段
!

0$)

例单胎妊娠孕妇%分娩前
-

!

应用第
$

阶段得出新的预测公式及国内常见的胎儿

预测体质量公式进行胎儿体质量预测%并进行围分娩

期管理及指导分娩方式的选择%出生后
102

内统计不

良妊娠结局数%将两个阶段的不良妊娠结局情况进行

对比%评价新公式指导胎儿分娩方式选择后妊娠结局

的影响)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
D_B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

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
!

1 检验(诊断符合率

采用
E[9

曲线下面积*灵敏度*特异度*截断值表示(

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以
!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孕妇一般资料比较
!

两组孕妇体质量*胎

儿性别*胎儿双顶径*腹围*股骨长*羊水指数*孕妇宫

高*腹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孕妇

体质量可孕期控制%具波动性%故不纳入巨大儿
E[9

曲线计算%见表
$

)

表
$

!!

两组孕妇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F

组#

(C()

$

K

组#

(C'0(

$

:

"

!

1

!

孕妇体质量#

D_B

%

5

M

$

->&>/_$%&%% ))&0)_(&(> /&$/0 %&%%%

孕妇身高#

D_B

%

6@

$

$>(&)$_0&(> $>/&$%_)&)) 1&$11 %&%'0

孕妇宫高#

D_B

%

6@

$

')&%>_1&$' '1&-1_$&)> $0&>0' %&%%%

孕妇腹围#

D_B

%

6@

$

$%)&$1_$$&$- ((&0/_)&)- >&)(/ %&%%%

胎儿双顶径#

D_B

%

6@

$

(&)0_%&'1 (&'$_%&'' (&$>$ %&%%%

胎儿股骨长#

D_B

%

6@

$

-&0'_%&1' -&$(_%&1/ /&1)- %&%%%

胎儿腹围#

D_B

%

6@

$

'0&%%_$&>1 ')&)%_$&0) $>&0(1 %&%%%

1/'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0

期



续表
$

!!

两组孕妇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F

组#

(C()

$

K

组#

(C'0(

$

:

"

!

1

!

羊水指数#

D_B

%

6@

$

$$&10_'&/) $'&'/_0&0- 0&-(0 %&%%%

胎儿性别&

(

#

a

$'

(&-') %&%%1

!

男
)0

#

))&)-

$

$-%

#

0/&-$

$

!

女
'1

#

''&''

$

$-(

#

>$&1(

$

妊娠次数&

(

#

a

$'

>&(1- %&%$>

!

$

次
1%

#

1%&/'

$

$$/

#

''&/$

$

!

多次
-)

#

-(&$-

$

1'$

#

))&$(

$

分娩次数&

(

#

a

$'

)&$') %&%$'

!

$

次
'>

#

')&0)

$

$--

#

>%&-1

$

!

多次
)$

#

)'&>0

$

$-1

#

0(&1/

$

?&?

!

超声及临床参数与巨大儿的相关性
!

绘制
E[9

曲线%将约登指数最高时作为诊断界点%预测巨大儿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综合评价得出%单一指标下%孕

妇宫高*孕妇腹围*产次*胎儿双顶径*股骨长*胎儿腹

围*羊水指数对巨大儿预测价值较高%但孕妇腹围受

产前体质量*

K:B

等多种因素影响%波动性较大%故不

纳入回归模型%见图
$

*表
1

)

图
$

!!

超声及临床参数与巨大儿的相关性的
E[9

曲线

?&@

!

新公式预测巨大儿的价值
!

以宫高作为自变

量%以实际体质量作为因变量%计算回归方程及诊断

符合率%以预测体质量与实际体质量绝对误差小于或

等于
1>%

M

为符合)本研究回归方程式诊断符合率

))&'%%a

%较国内常见的几种胎儿预测体质量公式

高%见表
'

)

表
1

!!

E[9

曲线下面积及相关参数

项目 曲线下面积 标准误 渐进
;#

M

(>a,$

下限 上限
截断值#

6@

$ 灵敏度 特异度

孕妇宫高
%&/(( %&%$- %&%%% %&/)) %&('' '0&>% %&/$' %&/)1

孕妇腹围
%&-// %&%10 %&%%% %&-0% %&/'> $%%&>% %&/>0 %&)$'

胎儿双顶径
%&--' %&%1( %&%%% %&-$- %&/1( (&0> %&-/$ %&)0/

胎儿股骨长
%&--> %&%1) %&%%% %&-10 %&/1) -&1> %&/'' %&)$%

胎儿腹围
%&/(- %&%$/ %&%%% %&/)1 %&('1 '>&'> %&/>0 %&/1>

羊水指数
%&)0- %&%'% %&%%% %&>/( %&-%0 $%&)> %&/$' %&00$

孕次
%&>)> %&%'1 %&%>$ %&>%1 %&)1- D D D

产次
%&>-$ %&%'' %&%'1 %&>%- %&)'> D D D

性别
%&0$% %&%'1 %&%%- %&'0- %&0-' D D D

!!

D

!无数据

表
'

!!

国内常见的几种胎儿预测体质量公式比较

公式 估测公式 符合例数#

(

$ 符合率#

a

$

宫高腹围法 胎儿体质量
C

宫高
i

腹围
11$ 0(&))'

袁冬生法 胎儿体质量
C

宫高
i

腹围
1̂%% 1>/ >-&(-/

卓晶如法 胎儿体质量
C

宫高
i$%% 1'( >'&-%/

凌罗达法 胎儿体质量
C

宫高
i$1'̂

腹围
i1%D1-%% 10- >>&>%)

曾蔚越法 胎儿体质量
C

宫高
i

腹围
i%&(̂ >%% 1>/ >-&(-/

回归方程式 胎儿体质量
C$%%i

宫高#

6@

$

^$1%i

双顶径#

6@

$

^$%%i

股骨长#

6@

$

^(>i

胎儿腹围

#

6@

$

$̂%>i

产次#

$

或
1

$

D'&>i

羊水指数#

6@

$

D>%%%

1(( ))&'%%a

!!

产次!初产妇为
$

%经产妇为
1

?&D

!

两个阶段不良妊娠结局比较
!

两组肩难产发生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新生儿窒

息率及产后出血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第
1

阶段新生儿窒息及产后出血发生率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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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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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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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
$

阶段%考虑本研究样本量不足所致%见表
0

)

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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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阶段不良妊娠结局比较"

(

$

a

%#

项目 第
$

阶段#

(C()

$第
1

阶段#

(C-$

$

!

1

!

新生儿窒息
1

#

1&%/

$

$

#

$&)(

$

%&%%% $&%%%

产后出血
'

#

'&$1

$

$

#

$&)(

$

%&%01 %&/'-

肩难产
$%

#

$%&0$

$

$

#

$&)(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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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目前国内大多采用宫高*腹围测量法或采用超声

测量法预测胎儿体质量%然而单纯采用任何一种预测

方法预测胎儿体质量准确率大多在
>%a

左右%巨大儿

预测准确率更低%该结果与
LEVL[Ed

等&

$1

'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

国外大多采用超声测量法预测胎儿体质量%然而

单纯采用超声测量法有些情况也无法准确预测%准确

率约为
)$a

&

$'

'

)产科孕妇指标与超声检查指标相结

合可能具有较高的阳性预测价值%同时国外有研究指

出结合羊水指数预测胎儿体质量能够得到更高的符

合率&

$0

'

%孕次*产次对胎儿体质量也有积极影响)

本研究采取大样本量*前瞻性*双阶段的研究策

略%通过产科联合超声结合羊水指数及孕次*产次构

建了新的胎儿体质量预测公式%建立了基于本市孕妇

个体测量学指标与胎儿出生体质量的关系%提高了胎

儿体质量预测的精确性%并通过该公式进行围分娩期

管理及指导分娩方式的选择%降低了不良妊娠结局的

风险)

有研究指出%巨大儿的母婴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高

于正常儿%若产前联合指标预测为巨大儿%为减少母

婴并发症%可适当放宽剖宫产的手术指征)但剖宫产

手术可能出现出血*感染等近期并发症及由于剖宫产

手术后瘢痕子宫及盆腔粘连的存在%易发生切口妊

娠*再次妊娠时子宫破裂*再次盆腔手术时增加手术

难度等远期影响&

$>.$)

'

)因此%巨大儿处理原则应以积

极预防为主%通过产前准确预测巨大儿%综合评估分

娩方式为补充)本研究发现孕妇体质量在巨大儿与

正常体质量儿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有研究指出%妊娠前每周平均增加的体质量是

巨大儿的影响因素%提示如果妊娠期增加的体质量过

快%可增加巨大儿的发生风险%建议合理控制妊娠期

增加的体质量&

$-.$/

'

%故提示临床工作者可加强孕期指

导%如规范产前检查%积极开展孕妇学校%指导孕期营

养管理*运动量管理等%达到通过控制孕妇体质量预

防巨大儿的目的)

本研究提示胎儿双顶径*腹围*股骨长*羊水指

数*孕妇宫高*腹围差异在巨大儿及正常体质量儿两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有研究

指出胎方位*入盆状况及孕妇肥胖等因素均会影响临

床估计胎儿体质量的准确性&

(

%

$(.1%

'

(同时%产科医师测

量孕妇宫底高度存在个体偏差%对胎儿体质量的预测

存在影响%因此%对测量孕妇宫底高度设备应进一步

规范标准(孕妇肥胖*羊水过少*胎头深入*胎儿呼吸

样运动*子宫收缩及超声医师经验不足等诸多因素均

会影响超声对胎儿生长径线的准确测量%而降低胎儿

体质量估计的准确性&

1$.1'

'

)故在无法控制以上偏倚

的情况下%不能将上述指标作为选择分娩方式的绝对

指征%且本研究仅覆盖了正常妊娠状态下的巨大儿分

娩%利用产科及超声建立正常妊娠兼病理妊娠状态的

多指标评估模型还需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显示%孕妇体质量*胎儿性别*胎儿双顶

径*腹围*股骨长*羊水指数*孕妇宫高*腹围差异与胎

儿体质量均有相关性%构建新回归方程胎儿体质量
C

$%%i

宫高#

6@

$

^$1%i

双顶径#

6@

$

^$%%i

股骨长

#

6@

$

^(>i

胎儿腹围#

6@

$

^$%>i

产次#

$

或
1

$

D

'&>i

羊水指数#

6@

$

D>%%%

%诊断符合率
))&'%%a

%

高于国内常见的预测胎儿体质量公式)故该公式能

够较准确地预测胎儿体质量%对分娩方式的选择有较

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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