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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预测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患者腹腔积液量

模型的建立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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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南京医科大学鼓楼临床医学院生殖医学中心棳江苏 南京暋棽棻棸棸棸椄棭

椲摘暋要椵暋目的暋通过超声测量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棬斚斎斢斢棭患者腹盆腔椂个部位棬子宫前方暍子宫直肠窝暍右侧髂窝暍左
侧髂窝暍肝肾隐窝暍脾肾隐窝棭腹腔积液深度棳建立腹腔积液量预测模型并进行临床验证暎方法暋选取经超声测量腹盆腔椂
个部位的腹腔积液体积并于测量椂旇内实施经阴道腹腔积液穿刺引流术的患者 棸例作为测算组棳分别绘制引流腹腔积液

量棬 椈旐旍棭与腹腔积液深度和棬 椈旐旐棭暍身高相关腹腔积液系数暍体表面积相关腹腔积液系数的散点图棳建立棾个回归方

程暎采用相关性较好且更简单暍实用回归方程为拟验证公式棳追踪棻棸棸例患者作为验证组棳根据上述回归方程获得预测腹

腔积液量棳将其与实际引流腹腔积液量进行 一致性分析和配对 检验暎结果暋测算组 与 的直线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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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为 椊棴棽椂灡 棿棲棻棸灡棿棽 棬棽椊棸灡椃椃棭棳相关性较好且更简单棳并简化为 椊棻棸灡 棴棽棸灡棸暎验证组推测腹腔积液

量与实际腹腔积液量的一致性界限为棬棴棻棾棻棿灡棸棽棳棻 椂棸灡棿椄棭旐旍棳偏倚为棻棽棾灡棽棾旐旍棳且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椊
棴棻灡椂椄棿棳 椊棸灡棸椆椂棭暎结论暋可采用简化公式 椊棻棸灡 棴棽棸灡棸预测 斚斎斢斢患者的腹腔积液量棳指导临床工作暎
椲关键词椵暋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椈腹腔积液椈体积椈超声检查

椲中图分类号椵暋斠椃棻棻灡椃 椈斠棿棿灡棻暋椲文献标识码椵暋斄暋暋椲文章编号椵暋棻棸棸棾灢棾棽椄椆棬棽棸棻椃棭棻棻灢棻椂椄棸灢棸棿

暋暋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棬旓旜斸旘旈斸旑旇旟旔斿旘旙旚旈旐旛旍斸旚旈旓旑
旙旟旑斾旘旓旐斿棳斚斎斢斢棭是实施辅助生育技术过程中促排

卵治疗后的一种医源性并发症棳中重度 斚斎斢斢的发生

率为棻棩暙 棩椲棻椵棳其特征是双侧卵巢多个卵泡发育暍
卵巢增大暍毛细血管通透性异常棳使体液和蛋白渗进入

第棾间隙棳胸腹腔积液形成等一系列临床症状棳严重者

可致血液浓缩棳电解质紊乱棳肝暍肾功能受损及血栓形

成椲棽椵暎虽然 斚斎斢斢是一种自限性疾病棳但严重者仍可

危及生命暎临床对于因 斚斎斢斢产生腹腔积液的患者

是否行穿刺引流术棳取决于医师的经验及腹腔积液量暎
但腹腔积液量目前仍无客观参数进行评估暎本研究

针对因中重度 斚斎斢斢出现张力性腹腔积液的患者棳
通过超声测量 斚斎斢斢患者腹盆腔椂个关键部位棬子
宫前方暍子宫直肠窝暍右侧髂窝暍左侧髂窝暍肝肾隐

窝暍脾肾隐窝棭腹腔积液深度棳建立腹腔积液量预测

模型棳并进行验证棳为临床行腹腔积液穿刺引流术提

供客观依据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灡棻 一般资料暋选取棽棸棻椂年椃月棽棸日暘棻棻月棽棻日

在本中心进行超声测量并于之后椂旇内行超声引导下

经阴道腹腔积液穿刺引流术的 斚斎斢斢患者棻棸例暎其

中棽棸棻椂年椃月棽棸日暘椄月棻椆日的 棸例纳入测算组椈
棽棸棻椂年椄月棽棽日暘棻棻月棽棻日的棻棸棸例纳入验证组暎
棻灡棽 仪器与方法暋采用开立斢旓旑旓斢斻斸旔斿斢棿棸超声诊

断仪棳腹部探头斆棾棾棳频率棽暙椂斖斎旡暎所有测量均由

棽名工作 年以上超声医师操作棳执行同一质控标准暎
嘱患者取仰卧位棳分别测量子宫前方暍子宫直肠窝暍右
侧髂窝暍左侧髂窝暍肝肾隐窝暍脾肾隐窝游离性无回声

区的 大深度棳需避开脏器暎子宫前方和子宫直肠窝

测量时棳探头均位于脐与耻骨联合连线上棳于腹腔积液

深度 大处行水平面测量棳声束方向与水平面垂直棳分
别测量腹壁与子宫间暍子宫后方的液体 深处棬图棻斄棭椈
双侧髂窝测量时棳探头位于脐与髂前上棘连线的中外

棻棷棾处棳探头和脐与髂前上棘连线平行棳声束方向与水

平面垂直棳测量游离性无回声区的 大深度棬图棻斅棭椈肝
肾隐窝测量时棳探头位于右侧腋前线上棳平行于肋骨下

缘棳声束方向与腹壁垂直棳测量右肾上方与肝下缘下方

间游离性无回声区的 大深度棬图棻斆棭椈脾肾隐窝测量

时棳探头位于左侧腋中线棳平行于肋骨下缘棳声束方向与

腹壁垂直棳测量左肾上方与脾下缘上方间游离性无回声

区的 大深度棬图棻斆棭暎
椂处测量值之和即为腹腔积液深度和棬 椈旐旐棭棳将

腹腔积液深度和与患者身高相乘获得身高相关腹腔积

液系数棬棭棳将腹腔积液深度和与患者身高的平方相乘获

得体表面积相关腹腔积液系数棬棭暎超声检查后椂旇内棳
患者行超声引导下经阴道腹腔积液穿刺引流术棳患者取

膀胱截石位棳升高头部使子宫直肠窝为腹腔内积液的

低点棳予以合适负压棳进行穿刺引流腹腔积液棳注意控制

流量和速度棳以排净腹腔积液及患者无明显不适为宜暎
引流瓶内的所有液体总和为引流腹腔积液量棬椈旐旍棭暎
棻灡棾 统计学分析暋采用 斢斝斢斢棻椂灡棸统计分析软件暎
分别绘制测算组 与 暍 及 的散点图棳选取相关性

好的棻个结果作为拟验证公式椈根据拟验证公式推

测验证组腹腔积液量棳采用 法椲棾灢棿椵分析

推测腹腔积液量与实际腹腔积液量的一致性棳偏倚超

过棾棸棸旐旍为临床不接受椈推测腹腔积液量与实际引流

腹腔积液量的差异以 暲 表示棳采用配对样本 检

验比较棳 椉棸灡棸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暋结果

测算组 暍 及 与 的散点图见图棽棳回归方程

分别为椇 椊 棴棽椂灡 棿棲棻棸灡棿棽 棬 棽 椊棸灡椃椃棳图

棽斄棭棳 椊 棴棽棾椃灡椃椆棻棲椂灡棻棸 棬 棽椊棸灡 椃棳图 棽斅棭棳
椊棴棻棽椆灡棿椂椂棲棾灡椆棻棻棬棽椊棸灡棻椄棳图棽斆棭暎

以上棾组公式结果显示棳以腹腔积液深度和棬 棭为参

数的方程 棽值 大棳即引流腹腔积液量与腹腔积液深度

和的线性关系 佳棳将 与 的回归方程作为拟验证公

式暎为使用便捷棳将公式简化为 椊棻棸灡 棴棽棸灡棸暎对验

证组患者的腹腔积液深度和进行计算棳获得推测腹腔积

液量暎对推测腹腔积液量与实际引流腹腔积液量进行分

析棳推测腹腔积液量为棬棽棻椄椂灡椃椃暲 椃椄灡棾棻棭旐旍棳实际腹腔积

液量为棬棽棾棻棸灡棸棸暲棻棸椂棾灡椄棽棭旐旍棳两者的一致性界限为棬棴
棻棾棻棿灡棸棽棳棻 椂棸灡棿椄棭旐旍棳偏倚为棻棽棾灡棽棾旐旍棳为临床接受棳推
测腹腔积液量与实际腹腔积液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棬椊棴棻灡椂椄棿棳椊棸灡棸椆椂棭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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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棻暋超声测量腹盆腔椂个部位腹腔积液深度暋斄棶测量子宫前方棬棻棭和子宫直肠窝棬棽棭腹腔积液深度椈斅棶测量右侧棬棻棭和左侧棬棽棭侧髂窝腹

腔积液深度椈斆棶测量肝肾隐窝棬棻棭与脾肾隐窝棬棽棭腹腔积液深度

图棽暋测算组散点图暋斄棶腹腔积液深度和棬 棭与引流腹腔积液量棬 棭椈斅棶身高相关腹腔积液系数棬棭与引流腹腔积液量棬 棭椈斆棶体表面积

相关腹腔积液系数棬棭与引流腹腔积液量棬 棭

棾暋讨论

临床有 多 种 方 法 可 估 计 腹 腔 积 液 量棳如 叩 诊

法椲灢椂椵暍斆斣值估计椲椃灢椄椵等暎叩诊的精确度较低棳只能判

断大概数量级棳并不能明确腹腔积液量椈斆斣值的测量

虽然准率度有一定提高棳但 斬线辐射对胚胎的影响在

器官 形 成 期 和 胎 儿 早 期 的 危 险 度 大椲椆椵棳而 发 生

斚斎斢斢患者妊娠率是未发生者棽暙棾倍以上椲棻棸椵暎超声

检查被用作腹腔积液的病因诊断椲棻棻椵棳因其安全暍便捷暍
直观棳成为观测 斚斎斢斢患者腹腔积液的 佳方式暎

本中心之前对 斚斎斢斢患者的腹腔积液检测多采

用腔内探头棬探头椂斨棾棳频率 暙椆斖斎旡棭棳测量子宫直

肠窝与子宫前方液体 大面的两条垂直 大径线棳但
该测量方法不能有效预测腹腔积液总量棳易出现子宫

直肠窝和子宫前方积液面积大棳但实际后穹窿穿刺腹

腔积液引流量少棳或出现面积虽小棳但因患者症状严

重棳穿刺实际引流量多的情况暎笔者在工作实践中发

现患者除子宫直肠窝暍子宫前方外棳腹腔上部亦有积

液棳遂改变测量方式棳采用腹部探头棳除探查子宫前方暍
子宫直肠窝之外棳亦探查外科监测腹腔积液常用的右

侧髂窝暍左侧髂窝暍肝肾隐窝暍脾肾隐窝棳将几处积液量

的深度求和后与穿刺引流的腹腔积液量比较棳获得回

归方 程 为 椊 棴棽椂灡 棿棲棻棸灡棿棽 棳简 化 为 椊
棻棸灡 棴棽棸灡棸后进行临床验证棳发现推测腹腔积液

量与实际腹腔积液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椊棴棻灡椂椄棿棳
椊棸灡棸椆椂棭暎

本研究发现棾例身高较大的患者引流腹腔积液量

明显多于预测腹腔积液量棳考虑身高的影响棳将身高作

为考虑因素棳与腹腔积液深度和相乘棳获得身高相关腹

腔积液系数 棳也考虑到体表面积与身高的平方相关棳
将身高的平方作为考虑因素棳与腹腔积液深度和相乘棳
获得体表面积相关腹腔积液系数 暎两个散点图与未

加入身高因素的图形相似棳且 棽均未增加暎故选用计

算更容易的未加入身高因素的回归方程作为腹腔积液

量的推测公式暎
根据所得的简化公式 椊棻棸灡 棴棽棸灡棸棳当 椊

棸时棳 椊棴棽棸棳即在子宫前方暍子宫直肠窝暍右侧髂

窝暍左侧髂窝暍肝肾隐窝暍脾肾隐窝均未探及积液时棳所
引流腹腔积液量是负数棳不符合实际情况暎当预测腹

腔积液量椉棻棸棸棸旐旍时棳一般不会对患者进行腹腔积

液穿刺引流棳且本研究棻棸例患者中棳引流腹腔积液量

超过棿棸棸棸旐旍的患者数量也很少棳所以缺少预测大量

和非常少腹腔积液量的病例资料棳可能在两种情况的

数据增加后棳散点图会发生改变棳可能并非线性关系棳
也可能需分段讨论暎

本研究中公式 椊棴棽椂灡 棿棲棻棸灡棿棽 的决定

系数 棽椊棸灡椃椃棳虽然引流腹腔积液量与腹腔积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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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呈线性相关棳但相关度并不高棳提示腹腔积液深度

和不能全面反映腹腔内积液的情况暎超声测量后棳进
行手术的时间也有差异棳随时间的变化棳不同患者腹腔

积液情况进展也不同椈且患者间存在个体差异暎本研

究部分患者的预测腹腔积液量与实际引流液量差值较

大棳笔者考虑有以下原因椇既往盆腔结核史暍手术史等

导致的组织间机化暍粘连暍盆腔结构改变椲棻棽椵椈肠襻间的

积液量无法测量椈患者对穿刺引流手术的耐受程度较

低等暎但均在临床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暎对于指导临

床工作棳并不需精确了解腹腔积液量棳只需预计腹腔积

液的范围暎故可采用本研究的公式作为临床判断腹腔

积液量以及是否需进行超声引导下经阴道腹腔积液穿

刺引流术的依据暎
通过建立卵巢过度刺激腹腔积液量的预测模型棳

对于预测腹腔积液量曒棻棸棸棸旐旍的患者棳在扩容暍饮食

指导等常规治疗措施之外棳早期行经阴道腹腔积液穿

刺引流术棳可减轻患者的症状暍促进 斚斎斢斢患者的康

复棳安全经济有效椲棻棾椵暎本研究提出的预估腹腔积液量

的简化公式为 椊棻棸灡 棴棽棸灡棸棳测算的腹腔积液量

与实际引流腹腔积液量差异不大棳可采用此公式预测

腹腔积液量棳指导临床工作暎今后需进行多中心暍多学

科的协同研究棳加大数据量棳探索其他影响因素棳减小

数据误差棳为临床提供更多的帮助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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