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生率 达到恢复快和美观的效果 两种方法均属
于微创手术的范围 但从全胸腔镜心内手术的概念
和技术 二维视野 的角度看 胸腔镜 +小切口二尖
瓣置换术可以作为全胸腔镜下手术的一种过

渡 10 11  将来如能将全胸腔镜技术与心脏不停跳
技术结合应用 12  定会收到更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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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广西艾滋病 AIDS 及艾滋病病毒 HIV 感染孕产妇的死亡状况 为降低 AIDS 及
HIV感染孕产妇死亡率提供依据 方法 通过调查广西孕产妇死亡监测系统和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网络直
报信息系统资料 查阅孕产妇死亡报告卡 孕产妇死亡附卷 孕产妇死亡病历 AIDS 及 HIV感染孕产妇报告
卡 随访卡以及有关实验室检测报告等资料 汇总分析 AIDS 及 HIV感染孕产妇的死亡状况 结果 2007 ~
2011 年广西AIDS及HIV感染孕产妇死亡率高达 483.09/10 万 是同期广西普通孕产妇死亡率的 22.96 倍 
AIDS及HIV感染孕产妇死亡原因以机会性感染为主 最多见为肺部感染 AIDS 及 HIV感染孕产妇死亡的
主要社会因素为低文化层次 贫困和保健水平低下 结论 加强婚育妇女的HIV筛查 将HIV感染孕妇纳入
高危妊娠管理范围 全面落实 全国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 等措施 是降低AIDS及HIV感染孕
产妇死亡率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艾滋病  艾滋病病毒感染  孕产妇死亡率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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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ndeathsituationofpregnantandparturientwomenwithHIV-infectioninguangxiin2007 ~
2011 MOYun HUANGYue-hua LIYing.thePeople sHospitalofGuangxizhuang Autonomouslegion Nanning
53002l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anaIyzethedeath situation ofpregnantand parturientwomen with HIV-infection in
Guangxi in ordertoofferevidencetoreducethemortaIityrateofsuch peopIe.Methods ThedataofmaternaIdeath
wascoIIected and anaIyzed byIookingup maternaIdeathsreport attachmentsofmaternaIdeaths summaryofmater-
naIdeath records reportofHIV-infected pregnantwomen foIIow-up cards testresuItsfromIaboratoryand other
ways.Results Between 2007 to20ll thematernaImortaIityratein pregnantand parturientwomen with HIV-infec-
tion was483.09/l00 000 which was22.96 timesasthatofthematernaImortaIityratein Guangxiin thesameperi-
od.ThemainIycausesofdeath in pregnantand parturientwomen with HIVinfection wasopportunisticinfection most
ofwhich werepuImonaryinfection.ThesociaIfactorsofdeath in pregnantand parturientwomen with HIV-infection
wereIowcuIturaIIeveI povertyand IowheaIth carerespectiveIy.Conclusion StrengtheningHIVscreeningtomar-
ried women puttingpregnantwomen with HIV-infection intohigh risk pregnancymanagementscopeand fuIIyfuIfiI-
Iing NationaIimpIementation programmeforpreventingmother-to-chiId transmission wiIIbeeffectivewaystoreduce
thematernaImortaIityrateofpregnantand parturientwomen with HIV-infection.
   Key words  AIDS  HIVinfection  MaternaImortaIityrate  AnaIysis

  随着艾滋病(AIDSD的传播和蔓延 妇女儿童的
健康受到了严重威胁O 由于女性艾滋病病毒(HIVD
感染者的不断增加 目前广西 AIDS 的流行也显现
了明显的增加趋势 l O 为了掌握广西 AIDS 及 HIV
感染孕产妇的死亡状况 为采取有效措施降低AIDS
及HIV感染孕产妇的死亡率提供参考依据 我们对
广西 2007 ~20ll 年 5 年间 AIDS 及 HIV感染孕产
妇的死亡情况进行了回顾性的调查和分析 现将结
果报告如下O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为 2007 ~20ll 年 5 年间广西南
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百色~河池~崇左~来宾~
贺州~钦州~防城港~贵港~玉林 l4 个地级市 AIDS
及HIV感染死亡的孕产妇O 孕产妇死亡的定义为
在妊娠期或妊娠终止后 42 d之内的妇女 不论妊娠
时间与部位 凡任何与妊娠或妊娠处理有关或因此
而加重病情导致的死亡(不包括意外原因 如车祸~
中毒等导致的死亡D称为孕产妇死亡O
1.2 调查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分析方法对 l4 个
市 5 年间孕产妇的生产和死亡情况以及 AIDS 及
HIV感染孕产妇的生产和死亡情况进行调查分析O
资料来源依据I(lD广西孕产妇死亡监测系统和预
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网络直报信息系统资料 (2D孕
产妇死亡报告卡~孕产妇死亡附卷~孕产妇死亡病历
和HIV感染孕产妇报告卡~死亡报告卡和随访卡 
(3D有关AIDS 专业机构实验室检测和筛查报告资
料等O AIDS 孕产妇和 HIV感染孕产妇的确认 以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报告

为准O

1.3 孕产妇死因诊断 经自治区级~市级和县级妇
幼保健机构组织本级专家对孕产妇死亡病例进行讨

论并明确死因O 孕产妇死因诊断和分类主要根据国
际疾病分类(ICD-9D原则 疾病诊断名称参考 实用
妇产科学 (王淑珍 l987D~ 妇产学 第 3 版(郑怀
美等 l990DO 孕产妇死前经过医疗单位诊治的(除
非有明显诊断错误D原则上直接引用原医疗单位的
死亡诊断 死前未经过医疗单位诊治者 根据死亡调
查进行死亡推断O 根据孕产妇死亡原因的特点 从
直接产科原因与间接产科原因两大方面进行分类O
直接产科死因I死亡为妊娠期~分娩期和产褥期由于
干预~疏忽或治疗不当引起的产科并发症所致O 间
接产科死因I死亡原因由疾病或妊娠期发生的疾病
所致 不是直接由产科原因造成 为妊娠期的生理变
化而使病情加重并导致死亡O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EpiData3.2 和 SPSSl6.0
统计分析软件对有关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率的比较
采用!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
2 结果
2.1 AIDS及HIV感染孕产妇死亡率 2007 ~20ll
年全区 l4 个地级市活产婴儿数共 3 79l 935 名 其
中发生孕产妇死亡 798 例 全区平均孕产妇死亡率
为 2l.04/l0 万O 2007 ~20ll 年全区 AIDS 及 HIV
感染孕产妇活产婴儿数共 2 070 名 发生孕产妇死亡
共 l0 例 AIDS 及HIV感染孕产妇死亡率为 483.09/
l0 万O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 :207.38 
P<0.0lDO
2.2 AIDS及HIV感染孕产妇主要死亡原因构成
在AIDS 及 HIV感染孕产妇死亡原因中 无一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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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直接产科原因 均死于 AIDS 及 HIV感染的各种
并发症 共 19 例次  其中并发肺部感染 8 例次 占
42.11% 并发肝炎 真菌性败血症和消耗综合症的
各 2 例次 各占 10.53% 并发肿瘤和结核各 1 例
次 各占 5.26% 并发其他疾病 3 例次 占 15.79% 
2.3 AIDS及HIV感染孕产妇死亡的相关因素
2.3.1 死亡孕产妇与年龄 文化及家庭条件 在
10 例死亡的孕产妇中 年龄最大 33 岁 最小 21 岁 
平均年龄 25.8 岁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 7 例 孕产
妇家庭人均年收入 2 000 元以下者 9 例 家居山区 
交通不便者 5 例 因此 低文化层次 贫困和交通不
便等为引发孕产妇死亡相关因素中的主要因素 
2.3.2 死亡孕产妇与产前保健 10 例死亡的孕产
妇中 能行产前保健检查者 7 例 检查 1 ~2 次者 2
例 检查 5 次者 5 例 初检孕周在 12 周之前的 3 例 
在 12 周后的 4 例  3 例孕产妇一直未接受产前保
健检查 
2.3.3 死亡孕产妇与计划生育 孕产妇按有无生
育指标分为计划内妊娠生育和计划外妊娠生育 计
划内妊娠生育 分娩 死亡的孕产妇 5 例 计划外妊
娠生育  分娩 死亡的孕产妇 5 例 分别各占
50.0% 
2.3.4 死亡孕产妇与分娩地点 医院  已分娩的
6 例孕产妇中 在省 市级医院分娩后死亡的 4 例 
在县级医院分娩后死亡的 2 例 未分娩死亡的 4 例
中 3 例死于省 市级医院 1 例死于家中 
2.3.5 孕产妇死亡与孕周 孕早期 14 周之前 死
亡 2 例 孕中期 14 ~28 周 死亡 1 例 孕 28 周以后
死亡者共 7 例 其中 30 周死亡 1 例 32 周 36 周和
37 周死亡各 2 例  
2.4 死亡孕产妇的死亡原因评定 10 例死亡者经
县 市 区三级专家评定 死亡原因和结论一致 均为
不可避免的死亡 
3 讨论
3.1 AIDS及HIV感染孕产妇死亡水平明显居高
广西从2007年起 出现了AIDS及HIV感染孕产妇死
亡病例 引起了政府和卫生部门的重视 2007 ~2011
年全区普通孕产妇平均死亡率为 21.04/10 万 而
AIDS及HIV感染孕产妇死亡率高达 483.09/10 万 
是同期全区普通孕产妇平均死亡数的 22.96 倍 两
者比较有明显差异 
3.2 AIDS及 HIV感染孕产妇死亡原因以机会性
感染为主 根据广西孕产妇死亡监测结果表明 
2011 年广西孕产妇死亡的前五位死因依次分别为

产科出血 羊水栓塞 妊娠合并肝病 妊娠期高血压 
妊娠合并肺部疾病等 本文AIDS 及HIV感染孕产
妇死亡原因中 无一例死于直接产科原因 均死于
AIDS及 HIV感染并发症 AIDS 及 HIV感染者由
于免疫功能低下 极易并发各种机会性感染 最多
见的是肺部感染 和肿瘤 所以病死率极高 
3.3 AIDS及 HIV感染死亡孕产妇主要发生于低
文化层次 家庭贫困和保健水平低下的人群 从 10
例死亡的孕产妇看 年轻 低文化层次 家庭贫困 交
通不便均为孕产妇死亡相关因素中的主要因素 计
划外妊娠生育 分娩 死亡者 5 例 70%孕次在 3 次
以上 30%产次在 2 次以内 死亡者中有 30%未接
受产前检查及保健 此比例明显高于 2011 年全区普
通死亡孕产妇中未接受产前检查保健 20.44% 的
水平 
3.4 AIDS及 HIV感染孕产妇住院分娩和死亡前
就诊情况 已分娩死亡的 6 例孕产妇中 在省 市级
医院分娩的 4 例 在县级医院分娩的 2 例 住院分娩
率 100% 这从侧面说明了广西实施的 降低孕产
妇死亡 消除新生儿破伤风 和农村孕产妇住院分
娩补助的政策 明显提高了孕产妇住院分娩率 
3.5 对策和建议 目前 广西全区孕产妇中 HIV
流行及母婴传播情况比较严峻 有必要采取有效的
预防策略及措施控制其流行 1  因此全面落实 全
国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  对降低
AIDS及HIV感染孕产妇死亡率极其重要 措施应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5.1 加强对育龄妇女中 HIV阳性者的筛查 将
防艾关口前移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有三个关键环
节 首先是预防育龄妇女感染HIV 其次是预防HIV
感染妇女的非意愿性妊娠 第三是预防 HIV感染妇
女的孕产期传播 2  事实证明 没有经过婚检就结
婚 给HIV提供了入侵一般人群的机会 因此应通
过政策引导 让所有新婚夫妇都能自愿参加婚检 尤
其是婚前对HIV进行检测 对有HIV感染的育龄妇
女及其家人应提供预防母婴传播的知识 做好婚育
期的医疗保健 指导其正确避孕和选择安全的性行
为 以减少非意愿性妊娠和疾病传播 3  目前越来
越多的证据表明 尽早进行抗病毒治疗有助于患者
免疫功能重建 降低 AIDS 患者的病死率 4  新婚
或育龄妇女检查发现HIV感染后 从保护配偶和后
代出发 可以考虑及时接受抗病毒治疗 通过治疗有
效控制病毒复制 进而有效降低 AIDS 及 HIV感染
孕产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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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加强高危妊娠的管理 落实母婴阻断措施 
对HIV感染的孕妇 要纳入高危妊娠管理范围 落
实母婴阻断措施 包括采取安全性行为指导 营养指
导 相关感染症状和体征的监测 安全助产服务等 
为自愿选择终止妊娠的AIDS及 HIV感染的孕产妇
提供安全的终止妊娠服务 为继续妊娠的 AIDS 及
HIV感染孕产妇提供免费的抗艾滋病病毒药物 分
娩时尽量避免可能增加 AIDS 母婴传播危险的会阴
侧切 人工破膜 使用胎头吸引器或产钳助产 宫内
胎儿穿刺等损伤性操作 为 HIV阳性母亲所生婴儿
提供人工喂养指导和随访检测服务等 这些措施可
有效地降低AIDS母婴传播的发生率 5  
3.5.3 加强AIDS 及 HIV感染孕产妇的孕期保健
及管理 及时治疗机会性感染 AIDS 及 HIV感染
的孕产妇 容易出现一些并发症或合并症 本调查
中 10 例孕产妇死亡的原因以机会性感染为主 最多
见的是肺部感染 提示我们在AIDS 及HIV感染孕
产妇的孕期保健过程中 要首先考虑母亲的健康问
题 对孕产妇的特殊需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强
调良好营养和抗病毒治疗的重要性 要注意进行相
关项目的检测 密切观察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和合并
症 重视预防或治疗机会性感染 临床实践证明对

AIDS及HIV感染的孕产妇 如能及早应用抗病毒
药物治疗并积极防治机会性感染 部分孕产妇死亡
是可以避免的 
3.5.4 加强健康教育 提高群众保健意识 要教育
广大群众树立安全婚育的观念 加强婚育期卫生保
健意识 对AIDS 及HIV感染的孕产妇 要特别提醒
其做好孕产期保健 定期进行有关检查 注意观察身
体的各种变化 如出现某些特殊症状或不适应时尽
早进行诊治 

参考文献

1 宋丽萍 耿文奎 蓝文展.广西壮族自治区 HIV母婴传播状况及

预防策略 J .中国妇幼保健 2012 27 13  1927 -1929.

2 彭元娥 朱 谦 胡建平 等.河南省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运转模

式效果评价 J .中国妇幼保健 2008 23 26  3654 -3655.

3 王临虹 主编.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指导手册 M .第 3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 124.

4 沈银忠 张永信.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新认识 J .上海医药 

2011 32 11  527 -530.

5 王爱玲 乔亚萍 苏穗青 等.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接受预防艾滋病

母婴传播措施情况及对策分析  J .中国妇幼保健 2006 21

 13  1765 -1766.

"收稿日期 2012 -07 -06#"本文编辑 宋卓孙 蓝斯琪#

课题研究!论著

高血压脑出血外科不同手术方式和手术时机
对临床疗效的影响

肖 泉! 梁有明! 陈海俊! 徐 鹏! 钟 书! 庞 刚!
叶 劲! 刘若平! 蓝胜勇! 唐秀文! 徐柯具! 曾令华

基金项目 广西科技厅回国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 桂科回 0342005 

作者单位 530021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作者简介 肖 泉 1955 -  男 医学硕士 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脑血管病的外科诊治及相关基础研究 E-maiI xiaob-

sh@yahoo.com.cn

  "摘要# 目的 探讨高血压脑出血外科不同手术方式和手术时机对临床疗效的影响 方法 分析 278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 依据患者的意识状态 瞳孔改变 出血时间 出血部位 血肿量等 分别采用
微创血肿碎吸术 小骨窗血肿清除术及血肿清除并去骨瓣减压术等方式进行治疗 对不同术式下的治疗效果
及其适应证进行探讨 并观察手术时机对疗效的影响 结果 术后 6 个月随访 行微创碎吸手术 81 例 术后
ADL评级结果良好 58 例 差 21 例 死亡 2 例 2.5%  行小骨窗血肿清除术 134 例 术后 ADL评级结果良好
79 例 差 42 例 死亡 13 例 9.7%  行血肿清除并去骨瓣减压术 63 例 术后 ADL评级结果良好 23 例 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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