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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孕前及孕中晚期孕妇体重增加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 方法(前瞻性选取 $8):年

)8 月至 $8$8 年 )8 月在山东省滕州市妇幼保健院围产期建卡常规产检并分娩的 ) =$8 例孕产妇"收集人口学

特征&产检信息&妊娠结局等资料"采用二分类 04>/?@/<回归模型分析孕前体质量指数#!"#$及孕中晚期孕妇

体重增加与新生儿出生体重的相关性% 结果(孕前低体重#!"A:B8='"'&C#$!7B8%& D'B8''$是低体重儿

发生的危险因素'孕前超重#!"A&B%''"'&C#$!EB='& D=B:E:$及肥胖#!"A))B%%'"'&C#$!%B8': D)'B&&7$是

巨大儿发生的危险因素% 孕中期#!"A:B$:)"'&C#$!EB=&7 D)8B)%8$&孕晚期#!"A:B'$:"'&C#$!7B7'& D

)8B:%$$增重低于医学研究院##F"$标准是低体重儿发生的危险因素'孕中期#!"A)B7':"'&C#$!)B8&' D

$B))E$&孕晚期#!"A)B=)$"'&C#$!)B$%' D$B&:%$增重超#F"标准是巨大儿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论(孕前

!"#与孕中晚期体重增加速度对胎儿发育的影响较大"临床应根据孕妇身体素质在特定阶段给予针对性干

预"以确保孕期体重增加的合理性"进一步促进妊娠结局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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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孕期体重增加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随着

胎儿的生长发育"每个月体重都会增加 ) D$ Z>% 一

般而言"健康女性在怀孕过程中体重增加 = D)$ Z>"

均在合理范围内% 怀孕期间体重增长是保证胎儿健

康&安全发育的重要指标% 但孕妇体重增长过快"整

个孕期体重增长四五十斤甚至更多"不仅易导致妊娠

并发症"影响妊娠结局"也会增加后代发生肥胖&高血

糖&高血脂等的风险(),$)

% 目前"临床虽然有很多对

孕妇孕期体重增加的相关研究"但对于孕期不同阶

段的体重增加给新生儿出生体重造成的影响差异研

究并不多见(E,7)

% 鉴此"本研究主要分析了孕期孕妇

体重增加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B9对象与方法

BCB9研究对象(前瞻性选取 $8):年 )8月至 $8$8年

)8 月在我院围产期建卡常规产检的孕产妇 ) =': 例

作为研究对象% 年龄 $) DE'#$'B= ]:B&7$岁'孕周

E% D78 #E'B) ]8B=8$周'身高 )7= D)%$ #)&%B$ ]

:B=E$<-'孕前体重 7) D%:#&7B= ]=B):$Z>% 本研究

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批号!L̂,$8):)887$%

BCD9纳入与排除标准9纳入标准!#)$自然受孕"

单胎妊娠"足月分娩#即在妊娠满 E% 周至不满 7$ 足

周期间分娩$'#$$孕 )$ 周前在本院进行个人保健

建档"按常规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完整的产检建档

资料"孕期在医院产检_: 次"且最后 ) 次产检时间

在分娩前 ) 周内'#E$孕妇自愿参加本次研究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孕前 E 个月有长期

服药史&射线接触史"既往有不良孕产史'#$$孕前

合并糖尿病&高血压&甲状腺疾病&肝肾疾病史'#E$

产检显示营养严重不良的孕妇'#7$有吸烟&酗酒&

药物滥用史'#&$孕期合并胎盘早剥&前置胎盘等严

重并发症'#:$不良妊娠结局"包括流产&早产&多

胎&过期生产&新生儿出生缺陷&死胎等%

BCE9方法9#)$一般资料!入组孕妇均于孕 )$ 周

前进行个人保健建档并定期孕检"对孕妇的年龄&民

族&文化程度&产次&孕周&孕前体重&孕期体重增长

值"以及分娩方式&新生儿出生体重等资料进行记

录% #$$围产期体重指标!通过孕前 E 个月内体检

数据&自测数据&孕妇口述等方式对孕前体重等指标

进行记录"计算孕前体质量指数# R46M-.??/K62U"

!"#$% 孕前!"#及分类参照+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

预防与控制指南#节录$,

(&)

"按照!"#值将孕妇分为

正常体重#!"#A)=B& D$EB' Z>I-

$

$"低体重#!"#̀

)=B& Z>I-

$

$"超重#!"#A$7B8 D$%B' Z>I-

$

$"肥

胖#

!

$= Z>I-

$

$% 孕期增重标准参考美国医学研究

院##K?@/@T@243"26/</K2"#F"$标准(:,%)

"孕期体重增

加A分娩时体重*孕前体重% 孕期总增重与孕中晚

期增重速度的#F"标准分别为!低体重孕妇#)$B& D

)=B8 Z>&8B77 D8B&= Z>I周$"正常体重孕妇#))B& D

):B8 Z>&8BE& D8B&8 Z>I周$"超重孕妇#%B8 D))B& Z>&

8B$E D8BEE Z>I周$"肥胖孕妇#&B8 D'B8 Z>&8B)% D

8B$% Z>I周$% 按照不同体重孕妇的#F"标准"将孕

期增重情况分为超 #F"标准&符合 #F"标准&低于

#F"标准% #E$新生儿出生体重!胎儿娩出后以精密

电子秤记录新生儿出生体重"并根据体重指标判断

胎儿生长发育情况分为低体重儿#体重 $̀B& Z>$&

正常体重儿#$B& D7B8 Z>$&巨大儿#体重_7B8 Z>$%

同时精准测量新生儿身长&头围等指标"观察新生儿

出生时是否存在其他并发症%

BCF9统计学方法9应用 XYXX$&B8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 计数资料以率#C$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孕前!"#及孕期特定阶段体重增加与胎儿

发育的相关性采用04>/?@/<回归模型分析"变量赋值

方式见表 )% 缺失数据不参与相应的统计分析"B`

8B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变量赋值表

(调查项目 赋值

年龄
) A$& 岁及以下'$ A$: DE7 岁'

E AE& 岁及以上

民族 ) A汉'$ A其他民族

文化程度
) A初中及以下'$ A高中及大专'

E A本科及以上

产次 ) A初产妇'$ A经产妇

孕周
) AE= 周及以下'$ AE' 周'

E A78 周及以上

孕前!"#分类
) A低体重'$ A正常体重'

E A超重'7 A肥胖

分娩方式 ) A经阴道分娩'$ A剖宫产

分娩结局 ) A早产'$ A足月产

孕中期增重情况
) A超#F"标准'$ A符合#F"标准'

E A低于#F"标准

孕晚期增重情况
) A低于#F"标准'$ A符合#F"标准'

E A超#F"标准

D9结果

DCB9新生儿出生体重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结果(剔

除不符合条件及失访的 %: 例孕妇后"本研究最终纳

入 ) =$8例孕妇为研究对象% 新生儿出生时为低体重

儿 '$例#&B8&C$"正常体重儿 ) &=8 例#=:B=)C$"巨

大儿 )7=例#=B)EC$'新生儿性别男 '&%例#&$B&=C$"

女 =:E 例#7%B7$C$% 其中"出生时低体重儿组与巨

大儿组的孕妇在民族&文化程度&分娩结局等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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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_8B8&$'但在年龄&产次&

孕周&孕前!"#&分娩方式&孕中期&孕晚期增重情况等

指标中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 8̀B8&$% 见表 $%

表 $(新生儿出生体重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结果!-"C#$

(因(素
低体重儿组
#- A'$$

巨大儿组
#- A)7=$

!

$

B

孕妇年龄#岁$ :B)&) 8B87:

(

"

$& 岁 ):#)%BE'$ ))#%B7E$

($: DE7 岁 &:#:8B=%$ )8%#%$BE8$

(

!

E& 岁 $8#$)B%7$ E8#$8B$%$

民族 )B)%E 8B$%'

(汉 =%#'7B&%$ )77#'%BE8$

(其他 &#&B7E$ 7#$B%8$

文化程度 8B)&& 8B'$:

(初中及以下 :#:B&$$ '#:B8=$

(高中及大专 $=#E8B7E$ 7$#$=BE=$

(本科及以上 &=#:EB8&$ '%#:&B&7$

产次 )8BEE7 8B88)

(初产妇 :E#:=B7=$ )$%#=&B=)$

(经产妇 $'#E)B&$$ $)#)7B)'$

孕周 %'B%:) 8B88)

(

"

E= 周 &)#&&B7E$ %#7B%E$

(E' 周 $E#$&B88$ =&#&%B7E$

(

!

78 周 )=#)'B&%$ &:#E%B=7$

孕前!"# %)B877 8B88)

(低体重 E$#E7B%=$ 8#8B88$

(正常体重 &7#&=B%8$ ':#:7B=:$

(超重 7#7BE&$ E&#$EB:&$

(肥胖 $#$B$%$ )%#))B7'$

分娩方式 ))B%7= 8B88)

(经阴道分娩 E'#7$BE'$ E$#$)B:$$

(剖宫产 &E#&%B:)$ )):#%=BE=$

分娩结局 EB&%: 8B8&'

(早产 )=#)'B&%$ ):#)8B=)$

(足月产 %7#=8B7E$ )E$#='B)'$

孕中期增重情况 %EB=E% 8B88)

(低于#F"标准 E)#EEB%8$ $#)BE&$

(符合#F"标准 7=#&$B)%$ &%#E=B&)$

(超#F"标准 )E#)7B)E$ ='#:8B)7$

孕晚期增重情况 %8B8)& 8B88)

(低于#F"标准 7E#7:B%7$ 7#$B%8$

(符合#F"标准 E8#E$B:)$ =E#&:B8=$

(超#F"标准 )'#$8B:&$ :)#7)B$$$

DCD9影响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多因素 04>/?@/<回归分

析结果(调整产妇年龄&产次&分娩方式&分娩结局

等混杂因素后"与孕前 !"#正常相比"孕前低体重

#!"A:B8='"'&C#$!7B8%& D'B8''$是低体重儿发生

的危险因素'孕前超重#!"A&B%''"'&C#$!EB='& D

=B:E:$及肥胖#!"A))B%%'"'&C#$!%B8': D)'B&&7$

是巨大儿发生的危险因素% 与孕中期&孕晚期增重情

况符合#F"标准相比"孕中期#!"A:B$:)"'&C#$!

EB=&7 D)8B)%8$&孕晚期#!"A:B'$:"'&C#$!7B7'& D

)8B:%$$增重低于#F"标准是低体重儿发生的危险

因素'孕中期#!"A)B7':"'&C#$!)B8&' D$B))E$&

孕晚期#!"A)B=)$"'&C#$!)B$%' D$B&:%$增重超

#F"标准是巨大儿发生的危险因素% 见表 E%

表 E(影响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多因素04>/?@/<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低体重儿 巨大儿

B !"#'&C#$$ B !"#'&C#$$

孕前!"#

(正常体重 )B888 )B888

(低体重 8B888

:B8='

#7B8%& D'B8''$

8B:8E

8BE):

#8B8'= D)B8)'$

(超重 8BE=)

8B%E'

#8BE%& D)B7&:$

8B888

&B%''

#EB='& D=B:E:$

(肥胖 8B7E:

8B:$'

#8B)'7 D$B87)$

8B888

))B%%'

#%B8': D)'B&&7$

孕中期增重情况

(符合#F"标准 )B888 )B888

(低于#F"标准 8B888

:B$:)

#EB=&7 D)8B)%8$

8BEE'

8B:E'

#8B$&E D)B:)E$

(超#F"标准 8BE'=

8B=E8

#8B&E' D)B$%'$

8B8$$

)B7':

#)B8&' D$B))E$

孕晚期增重情况

(符合#F"标准 )B888 )B888

(低于#F"标准 8B888

:B'$:

#7B7'& D)8B:%$$

8B8&:

8BE=7

#8B)E' D)B8:7$

(超#F"标准 8B8&7

8B&=&

#8BE7& D8B''$$

8B888

)B=)$

#)B$%' D$B&:%$

E9讨论

ECB9女性在怀孕期间"体力活动与运动会逐渐减少"

加上胎儿的营养索取"在饮食量与次数上要比孕前

明显增加"但暴饮暴食也会造成孕期增重过度"这不

仅会引起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妊娠合并症"还

会增加难产&巨大儿&新生儿并发症等不良妊娠结局

的发生率(=)

% 一方面"孕妇在孕前就是超重或肥胖

体质"怀孕后体重也无法合理控制"导致孕期增重过

多'另一方面"孕期饮食没有正确引导"饮食方面不科

学&无节制"营养过剩导致孕妇孕期超重&肥胖(')

%

除此之外"一些女性也会因为过于在意自己的身材变

形"或是因个人体质原因"饮食摄入量过少"在孕期

出现增重不足的情况"这对胎儿的发育同样会造成

影响% 因此"本研究分析了孕期特定阶段增重对胎

儿发育的影响"并提出合理的增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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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D9国内研究()8)及国外相关文献()))中均有报道"

低体重组的新生儿体质量&身长&头围指标较低"随

着体重增长"新生儿各指标均有不同程度上升"这一

结果提示孕前体重情况对胎儿发育有一定的影响%

梁等()$)和黄丽丽等()E)的研究也认为孕妇年龄&

体重等因素与巨大儿发生相关"提示对于有新生儿

不良发育高危因素的孕妇"早期加强干预十分重要%

本研究发现"与孕前 !"#正常者相比"孕前低体重

是低体重儿发生的危险因素'孕前超重及肥胖是巨

大儿发生的危险因素% 与孕中期&孕晚期增重符合

#F"标准相比"增重低于#F"标准是低体重儿发生

的危险因素'孕中期&孕晚期增重超 #F"标准是巨

大儿发生的危险因素% 在吕萍等()7)和宋贵玉等()&)

的研究中"同样提出了孕中期&孕晚期增重程度对新

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 为改善新生儿出生结局"对

于孕期特定阶段的体重增长"予以科学的监测与干

预十分重要%

ECE9针对孕妇孕中晚期体重增加与新生儿出生体

重的相关性"提出以下几点干预意见!#)$合理膳食

与均衡营养% 对备孕期女性与孕妇给予科学的营养

指导"收集孕妇日常膳食状况&身体营养情况等并录

入软件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解孕妇营养余缺情

况"为其制定科学&合理的孕期饮食计划"尤其加强

孕中晚期营养指导干预():,)%)

% #$$合理运动% 根据

孕妇妊娠周期&身体素质等推荐安全&可行的运动方

案"鼓励孕妇坚持合理运动"并指出日常生活中注意

事项并加以完善与改进"从而降低巨大儿等发生风

险% #E$加强特定阶段体重监测% 孕中晚期增重对

胎儿生长发育的影响重大"应加强体重等指标监测%

对于高危孕妇"适当增加产检频率"监测体重及胎儿

发育情况"调整孕期体重增长在合理范围内()=)

% #7$

孕中晚期重点干预% 参照 $8): 年中国+孕期妇女膳

食指南,

()')

"整个孕期均应该重视并合理补充叶酸"

以减少因叶酸缺乏导致的妊娠高血压等并发症% 孕

中晚期增加红肉的摄入"适当增加对铁的摄入量#孕

中期&孕晚期铁的摄入量从孕前 $8 ->I6 的基础上

增加 7 ->I6&' ->I6$"以降低母胎缺铁性贫血等并

发症发生率% 孕中晚期还要多吃紫菜&海带等富含

碘的海产食物% 碘能合成甲状腺素"而甲状腺素对

促进蛋白质合成&增强新陈代谢"促进胎儿脑与智力

发育具有重要意义% 孕中晚期对钙&蛋白及能量的

需求量增加"因此要适量增加鱼&蛋&奶&禽&瘦肉的

摄入"以促进胎儿生长发育"降低早产率($8)

%

综上所述"新生儿出生体重与孕妇孕前 !"#及

孕中晚期增重有一定相关性"对于育龄期女性"除了

要注意孕前体重的控制外"在孕期合理安排饮食"使

孕中晚期增重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对改善新生儿出

生结局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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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创伤性闭合骨折患者围术期血栓弹力图参数与

凝血功能 炎症及血液流变学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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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下肢创伤性闭合骨折患者围术期血栓弹力图#L+e$参数与凝血功能&炎症及血液

流变学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选取 $8)= 年 )) 月至 $8$8 年 %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收治的 =) 例下肢

创伤性闭合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 采用Y2.5?4K相关分析探讨 L+e参数#G值&d值&

!

角&"H值$与凝血功

能(凝血酶原时间#YL$&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HYLL$&纤维蛋白原#\#!$&血小板#YfL$)&炎症(V反应蛋

白#VGY$&白细胞#[!V$)和血液流变学指标(血沉#+XG$&红细胞压积#WVL$)的相关性% 结果(=) 例患者

中"H值
!

:= --者 := 例"高凝状态发生率为 =EB'&C% G值与HYLL#2A8B$=%$&\#!#2A8BE)8$和+XG#2A

8BE88$呈显著正相关% d值与 YfL#2A*8BE)=$呈显著负相关"与 WVL#2A8B7%)$呈显著正相关%

!

角与

YfL#2A8BE7%$&+XG#2A8B$&=$呈显著正相关"与 WVL#2A*8B7E)$呈显著负相关% "H值与 HYLL#2A

8BE)'$&\#!#2A8B&&8$&YfL#2A8B:$:$&VGY#2A8BE&)$&+XG#2A8B:')$呈显著正相关"与WVL#2A*8B7$8$

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下肢骨折患者围术期L+e参数与凝血功能&炎症及血液流变学指标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可为临床评估患者病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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