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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苯三酚在活跃期应用对产程及母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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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间苯三酚在产程活跃期延缓或停滞时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正常初产妇 宫口
开大 3 cm后出现活跃期延缓或停滞 l00 例随机分为两组 观察组 50 例 给予间苯三酚 80 mg静脉注射 对照
组 50 例 给予地西泮 l0 mg静脉注射 观察两组产妇用药后的产程变化及围产结局 结果 观察组活跃期
及第二产程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P<0.0l或<0.05  观察组产妇无明显不适 对照组有 l0 例诉头昏 乏力 
倦意感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l  观察组新生儿肌张力正常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l  两组
胎心率变化 产后出血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间苯三酚治疗初产妇活跃期延缓或停滞
效果显著 且分娩前后对孕产妇及胎儿无不良影响 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间苯三酚  活跃期  产程  母婴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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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applicationphlorglucinolinactivestageonlaborcourseandconditionsofmothersandinfants Ma
Hai-yan.Departmentof0bstetricsand Gynecology LinguiDistrictoftheaffiliated HospitalofGuilin MedicalCollege 
Guangxi54ll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observetheeffectofphIorogIucinoIon thedeIayorstagnstion ofactivestageofIa-
bor.Methods Onehundred normaIprimipara amongthemdiIation ofuteruscervixhad reached 3 cmand theactive
stageofIaborwasin statusofdeIayorstagnation wererandomIydivided intotwogroups.Theobservation group n=
50  weregiven intravenousinjection ofphIorogIucinoI80 mg ThecontroIgroup n =50  l0 mgdiazepam.after
treatmentthebirth processchangesin pregnancywomen and perinataIoutcomesin both groupswereobserved.Results
Thetimeofactivestageand thesecond stageofIaborin observation group wassignificantIyshorterthan thatin the
controIgroup  P<0.0l or<0.05  Primiparahad noobviousdiscomfortin observation group l0 caseshad dizzi-
ness fatigue tired feeIingin controIgroup ThenormaIrateofneonataImuscIetens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higher
than thatin controIgroup P<0.0l  TherewasnostatisticaIIysignificantdifference P>0.05 between twogroups
in fetaIheartratechanges and theamoutofpostpartumhemorrhage.Conclusion TheeffectsofphIorogIucinoIin the
treatmentofdeIayorstagnation ofactivephaseofIaborisremarkabIe withoutadverseeffectson pregnancywomen
and fetusbeforeand afterdeIivery isworth popuIarizing.
   Key words  PhIorogIucinoI  activestage  Laborcourse  Motherand infant  Effects

  产程进入活跃期后 宫口不再扩张达 2 h 以上
称为活跃期停滞 胎头下降每小时 <l cm称为胎头
下降迟缓 常成为剖宫产指征 产妇分娩过程中 宫
口扩张的速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宫颈本身的条件 
当宫颈质韧或水肿时 只增加产力 其效果欠佳 如
配合应用降低宫颈肌张力 解除宫颈痉挛及水肿的
药物会促进宫口扩张 加速产程进展 临床上常用
地西泮 l 静脉注射 但常伴有产妇乏力 婴儿肌张
力下降等副作用 2008-02 ~20ll-02 我院妇产科在

初产妇活跃期延缓或停滞阶段应用间苯三酚注射液

 亦称斯帕丰 以下称间苯三酚 静脉注射效果好 
同时对母婴有较高的安全性 现将观察结果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08-02 ~20ll-02 在我院住院
分娩无并发症的正常足月妊娠初产妇中选择宫口开

大 3 cm后产程进展延缓或停滞 伴有或无宫颈水肿
者 l00 例 胎心监测均正常 无妊娠合并症 胎先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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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头 排除头盆不称 产妇均要求阴道试产 将产
妇随机分为两组 观察组 50 例 年龄 18 ~34 28.1 1
1.4 岁 孕周 39.1 11.2 周 对照组 50例 年龄 20 ~
36 27.2 11.7 岁 孕周 38.4 11.1 周 两组年
龄 孕周等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观察组待宫口开大 3 cm后静脉注
射间苯三酚注射剂 80 mg 如无效 30 min 后重复应
用 对照组给予地西泮 10 mg静脉注射 两组在产
妇宫缩乏力时均给予静脉滴注小剂量缩宫素 使产
妇保持有效宫缩 
1.3 观察指标  1 宫口扩张情况 记录宫口 3 cm
及开全时间 并观察宫口扩张速度及先露下降情况 
 2 胎心率 用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的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CADENCE-$持续胎心监

护 记录宫缩强度及胎心音变化  3 新生儿肌张
力 2  新生儿四肢松弛为 0 分 稍屈曲为 1 分 活动
好为 2 分 新生儿窒息复苏时 肌张力回复越快 预
后越好  4 产后 2 1出血量计算方法 产时用无菌
弯盘接住计量 加产时产后 2 1 内所有计血巾及血
垫重量增加的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1标准差 !x1s 表示 两组
比较采用 t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2 检验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产程情况比较 观察组活跃期和第
二产程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P<0.01 或P<0.05  
两组产后 2 1出血量和用药前后胎心率改变情况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产妇产程情况比较!!x1s"

组 别 例数 活跃期 min 第二产程 min 产后 2 1出血量 mi 用药前后胎心率改变情况 n %  

观察组 50 143 121 46 111 150 131 0 0.00 

对照组 50 195 125 50 18 160 125 0 0.00 

t/!2 - 11.2619 -2.0795 1.7756 0.0000

P - <0.01 <0.05 >0.05 >0.05

2.2 两组分娩方式比较 观察组阴道分娩 48 例 
占 96% 剖宫产 2 例 因胎儿窘迫  占 4% 对照组
阴道分娩 40 例 占 80% 剖宫产 10 例 其中 3 例因
胎儿窘迫 7 例因活跃期停滞或胎头下降迟缓  占
20%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6.06 P<
0.05  
2.3 两组药物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用药前后产
妇未诉任何不适 血压 心率平稳 提示无明显药物
副作用 对照组用药后 15 ~30 min 有 10 例产妇诉
头昏 乏力 有倦意感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11.11 P<0.01  
2.4 两组新生儿情况比较 分娩期观察组新生儿
肌张力欠佳 4 例 占 8% 对照组新生儿肌张力欠佳
14 例 占 28%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6.78 P<0.01  
3 讨论
3.1 两组药物副作用比较 间苯三酚是亲肌性 非
阿托品 非罂粟碱类平滑肌解痉药 其特点是在解除
平滑肌痉挛的同时 不会产生一系列抗胆碱样副作
用 如低血压 心率加快 心律失常等症状 对心血管
功能没有影响 3  地西泮为长效苯二氮啅类药 为
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药 常见不良反应有嗜睡 头昏 

乏力 大剂量可有共济失调 震颤 个别发生兴奋 多
语 睡眠障碍甚至幻觉 且静脉注射后能够迅速通过
胎盘 进入胎儿的神经中枢 继而进入其他组织 故
分娩前及分娩时用药部分新生儿出生时体内的地西

泮尚未代谢 会出现肌张力低 反应差的情况 本组
观察中间苯三酚组产妇未出现任何不良主诉 产妇
及胎儿心率也未出现加快的变化 新生儿肌张力下
降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1  
3.2 两组药物对产程进展的影响 产妇在分娩过
程中 宫口的扩张有赖于强有力的宫缩及宫颈松弛
度 可以把宫体部的收缩理解为产程进展的动力 而
宫颈的坚韧理解为分娩阻力 在动力相同的情况下 
如果阻力减低 则产程进展加速 据文献报道 4 5  
在活跃期停滞或胎头下降迟缓中 间苯三酚可加快
宫颈扩张 缩短产程 从本组观察结果来看 间苯三
酚组从用药后到宫口开全的时间明显短于地西泮组

 P<0.01  第二产程所历经的时间也短于地西泮组
 P<0.05  且剖宫产率也明显低于地西泮组 P<
0.05  不存在因活跃期停滞而行剖宫产现象 由
此可见 间苯三酚比地西泮有更好的加快宫颈扩张 
促进产程进展 降低剖宫产率作用 这与间苯三酚是
一种亲肌性解痉药 能直接作用于生殖道平滑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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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关:
3.3 两组药物对产后出血的影响 间苯三酚在静脉
给药 15 min后血药浓度最高 其半衰期约为 15 min 
给药 4 h内 血药浓度迅速下降;地西泮的半衰期为
30 min 其有效血清药物水平维持 1 ~2 h 两者均不
会影响产后子宫复旧[3] : 本观察两组产后出血量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 本组观察间苯三酚组对产程进展效
果好~剖宫产率低~新生儿肌张力好 对产妇及胎儿
无不良影响 与地西泮比较具有明显优势 值得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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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急性阑尾炎的超声图像特征以提高其诊断正确率: 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 196 例
急性阑尾炎的超声图像特征: 结果 急性阑尾炎超声图像特征可表现为直接征象~间接征象及无征象三种回
声类型: 结论 超声图像表现典型的急性阑尾炎超声诊断正确率高 非典型超声图像容易造成漏误诊:
   关键词] 急性阑尾炎; 超声图像特征
   中图分类号] R656.8: R445.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 -3806(2013)01 -0053 -03
  doi:10.3969/j.issn.1674 -3806.2013.01.18

Ananalysisoftheultrasonicimagefeaturesofacuteappendicitis CHENli-li.Departmentoffunction liuzhou
CancerHospital Guangxi54500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exploretheultrasonicimagefeaturesofacuteappendicitis in ordertoincreasethe
accuracyrateofdiagnosingthisdisease.Methods Theultrasonicimagefeaturesof196 casesofacuteappendicitis
wereanalyzed and summarized retrospectively.Results Theechopatternsofacuteappendicitisultrasonicimagecan
becategorized into3 groups: thosewith directsigns indirectsignsand nosigns.Conclusion Forthoseacuteap-
pendicitisthathavetypicalmanifestation on ultrasonicimages ahigh accuracyrateofdiagnosiscan beachieved;
however when itcomestothosethathaveuntypicalpatterns ultrasonicimagesmaylead tomisdiagnosisand missed
diagnosis.
  [Key words] Acuteappendicitis; Ultrasonicimagefeatures

  急性阑尾炎是外科最常见的急腹症之一 超声
检查由于其无创~便捷和高性价比 被认为是诊断阑
尾炎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方法[1] : 现将我院 196 例经
手术病理证实为急性阑尾炎患者的超声图像特征进

行回顾性总结分析 旨在进一步提高急性阑尾炎的

超声诊断正确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196 例来源于我院 2004-01 ~
2010-12 的住院患者 其中男 121 例 女 75 例 年龄
8 ~67 岁 平均 42 岁 病程为 6 h ~22 d: 临床拟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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