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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子宫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植入性胎盘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选择 #$$(4$%4$% <

#$%'4$.4'%在广西医科大学产科住院并接受子宫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的胎盘植入者 %( 例#其中产后组 %$ 例

$院外产后未能娩出胎盘%#引产组 (例$院内引产%( 引产患者栓塞术后即行利凡诺引产术#观察所有患者产后

出血)残留胎盘组织排出时间)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4=>?%转阴时间)月经恢复时间)产褥感染情况#比较产后

患者与引产患者)清宫患者与无清宫患者的上述指标( 结果,%( 例患者中 # 例栓塞术后 ' 周因产后出血行子

宫切除术#成功 %+例#成功率为 ))@#&A( +例$清宫组%联合清宫术#%$例$未清宫组%胎盘自行吸收或排出#平

均吸收或排出时间$($@+$ B#+@)#%C#

!

4=>?%周内下降 )$@$A <.(@+A#平均转阴性时间$'#@+ B%+@)'%C( 月

经平均恢复时间$+#@#( B#$@#+%C#产后患者 %$例栓塞治疗前分娩时的出血量平均$)'$ B%&%@)%%57#引产患者

(例栓塞治疗后分娩时的出血量平均$'%-@-( B%%-@.%%57#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产后组栓塞治疗

后的子宫切除率低于引产组$!D$@$+%#

!

4=>?转阴时间)月经恢复时间)产褥感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采

用清宫术患者的
!

4=>?转阴时间)月经恢复时间短于未清宫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但子宫切除)产

褥感染和产后出血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 结论,子宫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植入性胎盘可降低产

后出血率#满足了患者保留子宫的愿望#联合清宫术可使
!

4=>?转阴时间)月经恢复时间缩短#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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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盘植入是指胎盘绒毛在其附着部位与子宫肌

层紧密连接#是产科严重并发症#可继发产后出血)

失血性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_̀>%等风险#是围

生期子宫切除原因之一( 子宫动脉栓塞术是一种新

的微创介入技术#可以控制子宫损伤所致的大量阴

道流血#目前已广泛用于产后出血)子宫瘢痕妊娠的

治疗#疗效显著#降低了子宫切除率( 广西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临床医院对生命体征平稳的胎盘植入的患

者采用子宫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研究其临床疗效

及安全性#现报告如下(

?3资料与方法

?@?3一般资料,对 #$$(4$%4$% <#$%'4$.4'% 广西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临床医院产科住院并采用子宫动脉

化疗栓塞术治疗的 %(例胎盘植入患者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 产后组 %$ 例$产后组%为外院分娩#

胎儿娩出后 '$ 56K胎盘未能娩出#徒手剥离胎盘时发

现胎盘与子宫肌层紧密连接#考虑胎盘植入而转入我

院( 其余 (例为引产患者$引产组%#两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具有可比性( 见表 %(

表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B8"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孕周 孕次 产次

产后组 %$ #.@% B%@.% #.@' B-@' '@% B%@( $@) B$@-

引产组 ( '$@+ B&@( ##@& B-@' #@)) B%@#+ $@- B$@(

3 * #@#&$ *#@'($ *$@.($ *$@(+$

! * $@&)% $@$+) $@(+( $@.-.

?@A3方法,%(例患者入院后完善各项辅助检查#排

除子宫动脉栓塞术的禁忌证后送至杂交手术室#采

用 X07C6KN0S技术穿刺右侧股动脉#先行盆腔数字减

影血管造影#超选至双侧子宫动脉#明确出血部位#

注入氨甲蝶呤'(@+ 5N和明胶海绵条$% 55a#$ 55%#

再次行盆腔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双侧子宫动脉不显

影#显示完全阻塞双侧子宫动脉( 产后组术后服用

米非司酮 +$ 5N## 次HC'引产组术后行利凡诺引产

术b服用米非司酮 +$ 5N## 次HC( 术后阴道流血多

于月经量#胎盘未能自行排出予清宫术#阴道流血多

于 # $$$ 57#胎盘未能排出#促宫缩等保守治疗无效

予子宫切除术(

?@B3观察指标3观察记录所有患者产后出血量)残

留胎盘组织排出时间$采用西门子G>[Xcd公司生

产并研发的G>[Xcde'$$ 彩超监测%)人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

!

4=>?%转阴时间$采用血
!

4=>?定量

免疫测定#血浓度 D#+ [Hf为阴性%)月经恢复时

间)子宫切除)产褥感染等指标(

?@C3效果评定标准3$%%有效&

!

4=>?转阴#胎盘

组织排出或彩超检查提示残留胎盘组织消失#阴道

流血停止'$#%无效&阴道流血增多或有大出血的倾

向#

!

4=>?无下降#彩超检查无变化(

?@D3统计学方法,应用 X X̂X%-@$ 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B标准差$

!

?B8%表示#采用3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D$@$+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3结果

%( 例采用子宫动脉化疗栓塞术患者#引产组 #

例患者因产后出血分别为 & $$$ 57)+ $$$ 57而行子

宫切除术#共治愈 %+ 例#+ 例联合清宫术#%$ 例胎盘

组织自行排出或吸收( 胎盘平均吸收或排出时间

$($@+$ B#+@)#%C#

!

4=>?%周内下降 )$@$A<.(@+A#

平均转阴性时间$'#@+ B%+@)'%C#月经平均恢复时

间$+#@#( B#$@#+% C#月经周期无明显改变( 各组

患者治疗情况见表 ##'(

表 #,产后组与引产组治疗情况比较#!

!

?B8"$)!A"%

组,别 例数 产后出血$57%

!

4=>?转阴时间$C% 月经恢复时间$C% 子宫切除 产褥感染

产后组 %$ )'$ B%&%@)% '$@-( B%#@+ -$@&& B%.@-( $$$@$$% %$%$@$$%

引产组 ( '%-@-( B%%-@.% %& B( ## B%$@( #$#)@+(% '$&#@)+%

3C

!

#

* (@&&. %@(.- %@&%$ %@$$$ *$@(#$

! * $@$$$ $@'-$ $@%)$ $@$'$ $@#+$

,注&产后组产后出血是指栓塞治疗前分娩时的出血#引产组产后出血是指栓塞治疗后分娩时的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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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清宫组与未清宫组治疗情况比较#!

!

?B8"$)!A"%

组,别 例数
!

4=>?转阴时间$C% 月经恢复时间$C% 子宫切除 产褥感染 产后出血

清宫组, + ( B$@$$ '&@$$ B'@)- $$$@$$% %$#$@$$% %$#$@$$%

未清宫组 %# '#@+ B%+@) -%@&$ B%)@)$ #$%-@-(% '$#+@$$% #$%-@-(%

3C

!

#

* '@%&$ '@%($ *$@-'' $@%+& *$@#$)

! * $@$$) $@$$( %@$$$ %@$$$ %@$$$

B3讨论

B@?3子宫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的优点3子宫动脉

造影能发现平均流速为 % <# 57H56K 的造影剂溢出

表现#可清楚显示子宫)胎盘的供血血管#为化疗和

栓塞提供客观依据( 在栓塞之前#胎盘的供血血管

通畅#子宫动脉灌注的药物容易进入胎盘#且子宫动

脉灌注氨甲蝶呤不受体重或体表面积的限制#可以

超过 % 5NH]N或 +$ 5NH5

#

#滞留于子宫内的药物浓

度较全身给药提高 # <## 倍#药物的蛋白结合率较

全身给药降低#具有生物活性的游离药物剂量增加#

药效提高了 & <%$ 倍!%"

( 因药物主要滞留于子宫#

故明显减少肝肾功能损害)胃肠反应)骨髓抑制)口

腔溃疡等副反应( 子宫血供 -$A <($A来自双侧

子宫动脉( 有研究!#"指出#胎盘植入面积大#植入

程度深#予子宫切除术治疗时#术中出血 --A超过

# $$$ 57#%+A超过 + $$$ 57#-@+A超过 %$ $$$ 57(

既往行双侧髂内动脉结扎术后#血流量只减少 &)A#

控制产后出血的有效率仅 &#A#而超选择栓塞双侧

子宫动脉#可将出血血管从末梢栓塞至主干#闭塞整

个动脉管腔#从而有效控制子宫出血#术后平均止血

时间$-@$( B'@-$%56K

!'"

#有效率为 )(@+A <%$$A(

故有学者!&"认为采用子宫动脉栓塞术可明显降低

出血量#提高保留子宫的几率( _6;V 等!+"对产前确

诊病例采用子宫动脉栓塞术#产时产后平均出血量为

($$ 57#而产时确诊者平均出血量达 # -$$ 57( 本研究

也发现产后确诊者分娩时的出血量约为 ($$ <% #$$

$)'$ B%&%@)%%57#而产前确诊者分娩时的出血量

约 #$$ <+$$$'%-@-( B%%-@.%%57#两者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证实产前确诊胎盘植入#及早予子宫

动脉栓塞治疗可降低产后出血率(

B@A3子宫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的疗效3氨甲喋呤

和米非司酮药物的毒性作用协同栓塞后的缺血损伤

使绒毛快速灭活)坏死( 文献报道子宫动脉灌注化

疗栓塞术的成功率为 )$A <%$$A#赵国斌等!-"研

究发现术后=>?下降迅速#一周下降 )$A#胎盘排

出时间 %. <.# C#平均 +#@# C( 法国多家医院回顾

分析胎盘植入保守治疗成功率为 ()@&A#胎盘组织

自行吸收时间为平均 %'@+ 周$& <-$ 周%

!("

( 符伟

等!)"将 #& 例胎盘植入者分为两组#一组采用子宫动

脉化疗栓塞术#另一组采用氨甲蝶呤 +$ 5NH5

# 单次

肌肉注射治疗#栓塞治疗组
!

4=>?转阴平均时间为

$+@( B$@(%C#药物治疗组为$(+@# B%#@(% C#平均

胎盘组织完全清除时间分别为$-@% B$@-%C)$%$'@) B

$@&%C( 本研究 %( 例患者## 例因产后大出血行子

宫切除术#治愈 %+ 例#治愈率为 ))@#&A( + 例清宫

术协助排除胎盘组织#%$ 例胎盘自行吸收或排出#

胎盘平均自行吸收或排出时间$($@+$ B#+@)#% C#

!

4=>?% 周内下降 )$@$A <.(@+A#平均转阴性时

间$'#@+ B%+@)'% C#月经平均恢复时间$+#@#( B

#$@#+%C#与文献报道相符(

B@B3子宫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的并发症3子宫动

脉栓塞治疗是一种保守治疗方法#保守治疗耗时长#

治疗过程中若胎盘部分剥离#部分不剥离#血窦开

放#随时可能发生晚期产后出血)产褥感染#需要严

密随访观察及患者积极配合治疗( 本研究 %( 例患

者中#有 # 例在栓塞术后 ' 周发生晚期产后出血而

行子宫切除术( 此 # 例患者为引产患者#行子宫切

除术时发现胎盘大部分植入并穿透子宫肌层( 故笔

者认为对大面积植入伴穿透性胎盘保守治疗效果欠

佳#子宫切除为首选( 白会敏等!."也报道 % 例胎盘

植入行栓塞治疗术后 # 个月发生产后出血)失血性

休克而行子宫切除术( 但有学者!%$"认为保守治疗

过程中#若
!

4=>?转阴#彩超检查胎盘与子宫肌层

有间隙#可在 \超引导下行清宫术或宫腔镜下行电

切术#可提高治愈率#降低产后出血)产褥感染及子

宫切除率( 本研究比较了清宫组与未清宫组患者情

况#发现清宫术未降低产后出血)产褥感染及子宫切

除率#但可缩短
!

4=>?转阴性时间#促进月经恢复#

从而缩短疗程#至于联合宫腔镜下行电切术是否降

低晚期产后出血的发生率#需要大样本的随机对照

研究证实( 子宫动脉栓塞术的常见并发症有发热)

盆腔疼痛)胃肠道反应和下肢动脉栓塞等#主要是栓

塞引起盆腔器官缺血损伤)炎症反应和异位栓塞所

致( 本研究 %( 例#发热 ) 例#下腹胀痛 + 例#下肢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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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栓塞 # 例( 主要发生于术后 % <' C#一般腹痛)

发热症状未予特殊处理#' <( C 后自行消失( # 例

下肢动静脉栓塞者#% 例经扩血管等保守治疗后好

转#% 例予动静脉切开取栓后治愈( 故术前做好充

分的知情告知( 术后按要求制动#行腹主动脉)髂内

动脉造影时#准确估计子宫动脉管腔大小#从而选择

大小适宜的栓塞剂#避免栓塞剂过小#造成异位栓

塞( 笔者认为随着放射科医师操作技术的娴熟#将

明显降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子宫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植入性胎

盘是可行的#可有效控制子宫损伤所致的大量阴道

流血#促进残留胎盘绒毛组织的坏死)脱落#降低了

产后出血率#满足了患者保留子宫的愿望#联合清宫

术可缩短
!

4=>?转阴性时间#促进月经恢复#从而

缩短疗程#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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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痰液支原体 _dG联合血清 /̂ 4̀N/抗体检测

在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张志英#,韩淑娟#,张小宁#,常会娟#,靳秀红

作者单位& &+$$$$,河南#郑州儿童医院呼吸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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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肺炎痰液支原体_dG$/̂ 4_dG%联合血清 /̂ 4̀N/抗体检测在小儿肺炎支原体肺

炎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选择疑似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患儿 #%' 例#分别使用痰液 /̂ 4_dG法)血清 /̂ 4

Ǹ/抗体法进行检测#比较两种方法及检测方法联合使用的诊断价值( 结果,#%' 例疑似肺炎支原体$/̂ %感

染患儿中#共确诊 /̂ 感染患儿 %$$ 例$&-@.+A%'两种方法联合检测特异度)灵敏度)阴性预测值)阳性预测

值均优于单独一种方法检测$!D$@$+%'痰液 /̂ 4_dG检测准确率优于血清 /̂ 4̀N/抗体检测准确率#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E$@$+%( 结论,在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早期诊断中#使用痰液 /̂ 4_dG法联合血清 /̂ 4

Ǹ/抗体法进行检测#能明显提高其诊断准确率#更利于临床用药指导(

,,"关键词#,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痰液 /̂ 4_dG法',血清 /̂ 4̀N/抗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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