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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周对产前超声诊断胎儿腹腔积液及

胎儿结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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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观察孕周对产前超声诊断胎儿腹腔积液及胎儿结局的影响#方法
!

根据首诊胎儿腹腔积液时孕周将

7$

例超声诊断胎儿腹腔积液孕妇!

7$

胎"分为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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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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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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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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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3$

例*对比
!

组产前诊断结果及胎

儿结局#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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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

7)

例!

7)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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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N

"产前诊断明确%

)

例为胎儿特发性腹腔积液!单纯性腹腔积液%未合并其他

异常"#

"

组产前诊断结果主要为胎儿消化系统疾病及水肿%

#

组主要为胎儿消化系统疾病+水肿+泌尿生殖系统异常及

循环系统异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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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
#

组产前诊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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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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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儿腹腔积液较常见%病因复杂#既往研究'

#

(发

现%首诊时的孕周是影响腹腔积液胎儿预后的主要因

素%

!)

周前发现者引产比例达
8$M(N

#本研究观察胎

儿腹腔积液首诊孕周对产前诊断及其结局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M#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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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年

#!

月
7$

例发现胎儿腹腔积液的孕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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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M3Y7M#

"岁%孕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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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周%平均!

!7M#)

Y)M78

"周#纳入标准&孕产史及孕期药物接触史明

确*接受母血+羊水及脐带血常规检查*随访包括胎儿

结局%并经多次超声或
US

复查#排除免疫原因所致

胎儿腹腔积液#根据首诊胎儿腹腔积液时的孕周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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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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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孕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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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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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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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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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孕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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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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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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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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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均!

!8M8#Y!M*#

"周#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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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方法
!

采用
Q+W60DB6C+#"

超声诊断

仪%

'#,7,Z

探头%探头频率
3M7U[\

*

Q+W60DB6C+$

超声诊断仪%

'#,7,Z

探头%探头频率
3M7U[\

#对所

有胎儿行系统
%

级产前超声检查%并定期复查超声*对

#!

例行胎儿
US

检查#

#M3

!

统计学分析
!

采用
OJOO!3M"

统计分析软件#

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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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孕妇年龄及孕周%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以
!

!检验或
D*;<79

精确概率法比较
!

组间产前诊断

结果及胎儿结局#

A

$

"M"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果

!M#

!

一般情况
!

!

组孕妇年龄!

:P]"M($

%

AP"M7"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孕周!

:P]*M)#

%

A

$

"M"#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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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例孕妇
)

号染色体重复!胎儿

染色体异常%出生后随访结局好"%

#

例巨细胞病毒感

染 !后因胎儿巨细胞病毒感染+水肿而终止妊娠"%

#

例孕
#

个月时发烧+咳嗽!胎儿单纯腹腔积液%自动吸

收%生后结局好"#

#

组
#

例孕早期发热%

#

例夫妻均

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孕
#!

周超声检查胎儿未见异

常%孕
3!

^周发现胎儿水肿综合征+重度地中海贫血%

后终止妊娠"%

#

例胎儿巨细胞病毒感染+水肿!父母均

无感染%后终止妊娠"#

!M!

!

产前诊断
!

对
7$

例均行多次胎儿超声检查%对

#!

例行胎儿
US

检查#

7)

胎!

7)

)

7$

%

*3M#"N

"有明

确诊断结果%

)

胎为特发性腹腔积液!单纯性腹腔积液

未合并其他异常"#

"

组与
#

组产前诊断结果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A

均
&

"M"7

"%胎儿腹腔积液主要病因均

为胎儿消化系统异常及水肿%见表
#

#

!M3

!

胎儿结局
!

7$

胎中%

)

胎胎死宫内!简称死胎"%

!!

胎终止妊娠!因胎儿明显异常而引产"#

3!

胎出生%

7

例新生儿出生后
8

天内死亡%

!8

例生后喂养情况及

生长发育与正常儿无明显差异%其中产前诊断胎粪性

腹膜炎!图
#

"

!#

胎+水肿
3

胎!伴胎盘增厚及羊水过

多"+肺囊腺瘤样畸形
#

胎%

!

胎为特发性腹腔积液#

)

胎特发性腹腔积液胎儿中%

#

胎为死胎%

#

胎之后终止妊

表
#

!

!

组产前诊断结果比较'例!

N

"(

组别
消化系统异常

胎粪性腹膜炎 食管闭锁 肝脏增大 肠闭锁
脐膨出

呼吸系统异常

肺囊腺瘤样畸形 高位气道梗阻

"

组!

&P!"

"

8

!

374""

"

" " " " #

!

74""

"

"

#

组!

&P3$

"

#8

!

))483

"

#

!

!4(3

"

#

!

!4(3

"

#

!

!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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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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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4!(

"

!

!值
"E7#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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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4)8 #4"" #4"" #4"" "47) #4"" "47)

组别
泌尿生殖系统异常

睾丸鞘膜积液 肾发育不良

循环系统异常

心脏增大%心包积液 右位主动脉弓 心胸比例异常 胎心率异常

"

组!

&P!"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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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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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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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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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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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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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 ] ] ] ]

A

值
#4"" #4"" #4"" #4"" #4"" #4""

组别 足内翻 侧脑室扩张 水肿 淋巴水囊瘤 颈项透明层增厚 特发性腹腔积液 其他

"

组!

&P!"

"

#

!

74""

"

" 8

!

374""

"

#

!

74""

"

#

!

7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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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

#

组!

&P3$

"

" #

!

!4(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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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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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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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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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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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孕妇
!7

岁%孕
!!

周%胎儿胎粪性腹膜炎
!

超声声像图示腹腔积液!白箭"及肠管回声增强!红箭"

!!

图
A

!

孕妇
3"

岁%孕
!7

^周%胎

儿先天性肺囊腺瘤样畸形
!

超声声像图示右胎儿侧胸腔内囊实性肿块!

L

%红箭"及腹腔积液!

_

%白箭"

娠*

!

胎出生%生后随访结局好#

"

组
#

胎死胎!

#

)

!"

%

7M""N

%发生于
!"

^周"%

#!

胎终止妊娠!

#!

)

!"

%

("M""N

%发生于
#7

$

!8

周
#"

例%

!$

^周
!

胎"%

8

胎!

8

)

!"

%

37M""N

"结局好#

#

组
3

胎

死胎!

3

)

3$

%

8M$*N

%均发生于
!$

周后"%

#"

胎终止妊

娠!

#"

)

3$

%

!(M3!N

%发生于
!)

$

!8

周
)

胎%

!$

周后
(

胎"*

7

例新生儿出生后
8

天内死亡!

7

)

3$

%

#3M#(N

"%

!"

胎!

!"

)

3$

%

7!M(3N

"结局好#

"

组终止妊娠率高于

#

组!

!

!

P(M3!

%

AP"M"#

"%

!

组结局好胎儿占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P#M()

%

AP"M!"

"#

B

!

讨论

本研究
7$

例胎儿腹腔积液%其中
*3M#"N

产前检

查明确了可能导致腹腔积液的病因#文献'

!

(报道%约

*"M*N

胎儿腹腔积液可通过超声等手段于产前确定病

因%本研究结果与之基本相符#本研究
)

胎!

)

)

7$

%

(M*"N

"为单纯性特发性腹腔积液%低于林胜谋等'

3

(的

结果%可能与产前诊断技术不断改善%使得胎儿腹腔积

液病因诊断率逐渐提高有关#

为观察胎儿腹腔积液的病因+预后与孕周的关系%

本研究根据首诊胎儿腹腔积液时的孕周将其分为
!

组%

"

组
$

!)

周%

#

组
%

!)

周#

"

组胎儿中%胎粪性腹

膜炎!

8

)

!"

%

37M""N

"及水肿!

8

)

!"

%

37M""N

"占比最

高*

#

组中胎儿消化系统异常!

!"

)

3$

%

7!M("N

"占首

位%其中胎粪性腹膜炎占
))M8"N

!

#8

)

3$

"%其次为胎

儿水肿!

*

)

3$

%

!3M8"N

"%提示胎粪性腹膜炎可能是引

起胎儿腹腔积液最主要的病因%与既往研究'

)

(相符#

'L:LXVL

等'

7

(报道孕周
&

!)

周胎儿胎粪性腹膜炎

发生率明显高于孕周
'

!)

周者%而本研究中
"

+

#

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本研究中纳入了非免疫

性水肿引起的胎儿腹腔积液有关#胎儿食管闭锁+肝

脏增大+肠管闭锁也可导致腹腔积液%但本研究中仅见

于
#

组%可能与此类畸形孕早期早期超声难以发现有

关#文献报道'

(

(食管闭锁可使消化道不同程度缺失或

闭锁%存在食管气管瘘时%羊水可充盈至胸腔或腹腔而

引起腹腔积液#孕早期胎儿水肿多合并染色体异常+

组织结构异常及感染等%诊断时间越早%预后越差%孕

!)

周前发现提示预后不良'

8

(

#本研究
"

组
#

例母胎

均感染巨细胞病毒%

#

组
#

胎感染巨细胞病毒但其父

母均未感染%此
!

胎均出现胎儿水肿表现%后引产终止

妊娠#典型胎儿水肿综合征'

$

(是指至少
#

个部位出现

体腔积液伴皮肤水肿%或至少存在
!

个不同部位体腔

积液#

WV':̀ SVL

等'

*

(指出%单纯非免疫性水肿比非

免疫性水肿合并羊水过多或胎盘增厚胎儿更易发生宫

内生长受限及宫内死亡#本研究共
#(

胎胎儿水肿%其

中
3

胎存活%包括
"

组
#

胎+

#

组
!

胎%特点均为胎盘

增厚及羊水过多#

黄乐文等'

#"

(发现%随着缺氧及贫血加重%早期轻

型地中海贫血可发展为重型#本研究
#

组
#

胎出现水

肿综合征+重型地中海贫血%其父母均携带地中海贫血

基因%早期超声检查未发现胎儿水肿表现%随着孕周增

大%缺氧及贫血加重%水肿表现趋于明显#

本研究中
#

胎颈项透明层增厚+

#

胎淋巴管水囊

瘤%均见于
"

组#淋巴回流障碍+颈部淋巴管扩张时可

形成淋巴管水囊瘤'

##

(

%颈项透明层增厚及淋巴管瘤常

发生于孕早期%与染色体异常有关'

#!

(

#本研究中
"

组

上述
!

胎均于孕早期发现%染色体均无异常*

#

组中未

见%可能与早期发现异常者已予引产或孕后期淋巴管

通畅使症状消失有关#

#

组中胎儿循环系统!包括心包积液+胎心率异

常+右位主动脉弓及心胸比例异常"+呼吸系统异常及

脐膨出较常见%可能为引起腹腔积液的原因*而
"

中仅

#

胎心胸比例异常%可能随着孕周增加%超声显示心脏

,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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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及形态改变更为清晰#既往研究'

#3

(发现肺发育

异常可引起血流动力学改变%引起腹腔积液%最常见肺

发育异常为肺囊腺瘤样畸形#肺囊腺瘤样畸形胎儿预

后取决于肿块大小+是否伴发其他畸形及是否出现水

肿等#本研究中
"

组发现
#

胎!

#

)

!"

%

7M""N

"+

#

组
3

胎!

3

)

3$

%

8M$*N

"呼吸系统疾病*肺囊腺瘤样畸形
"

组+

#

组各
#

胎*

!

胎高位气道梗阻%均见于
#

组#胎

儿脐膨出则仅见于
#

组%但于孕早期已经存在%因孕晚

期腹腔压力大致内容物膨出而被发现#

孕早期肾脏回声与周围组织回声差异较小%超声

不易分辨%而孕晚期鞘状突未完全闭锁可显示鞘膜积

液%本研究中
#

组睾丸鞘膜积液及肾发育不良各
#

胎#

骨骼呈明显高回声%孕早期即可发现异常%本研究
"

组

检出
#

胎胎儿足内翻#

"

组
#

胎染色体异常%其母
)

号染色体部分重复%经检查发现胎儿
)

号染色体部分

区域重复%患儿生后生长良好#对于染色体部分区域

重复与胎儿腹腔积液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观察#

本研究
"

组终止妊娠率高于
#

组%早期发现胎儿

腹腔积液时%孕妇更多选择终止妊娠%而晚期则更多选

择继续妊娠观察#

!8

胎结局好的胎儿中%

!#

胎产前诊

断胎粪性腹膜炎%与既往研究'

#)

(结果相符#

综上所述%孕周对产前诊断腹腔积液及胎儿结局

均有影响#胎儿腹腔积液主要由消化系统异常及水肿

引起%

!)

孕周前发现胎儿腹腔积液时%孕妇多选择终

止妊娠#但本研究样本量小%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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