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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对新生儿体质量及分娩方式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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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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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胎$

头位且无妊娠并发症的初产妇为研究对象!按照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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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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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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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不同及孕期
_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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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以分娩方式$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为观察指标!对各组进行随访分别比较不同孕期各组和新生儿体质量及分娩方

式的关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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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及

分娩方式有关!合理进行孕期体质量管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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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控制新生儿体质量并降低剖宫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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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量增加是孕期妇女明显的变化#孕期体质量监测是孕

期保健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了获得最佳妊娠结局#

1%%(

年美

国医学研究院$

8X5

%制订了不同孕前体质量指数健康孕妇孕

期体质量增长的适宜范围&

$

'

*研究证实
8X51%%(

年推荐的单

胎孕妇孕期增重范围适合于中国孕妇&

1

'

*随着社会物质文明

的发展#肥胖问题日益突显#尤其母亲的体质量及体质量增加

是否会影响下一代的体质量及分娩方式值得探讨*有研究指

出胎儿体质量发育的速度在妊娠早)中)晚期是不同的#孕妇体

质量增加对胎儿体质量的影响在孕中期更为关键#产后肥胖与

孕
1%

周之前体质量增加过多更相关&

'

'

*国内文献中多研究孕

前及孕期体质量增加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孕期中间的体质量变

化是否也对妊娠结局存在影响值得商榷*为了了解孕前)孕期

某个阶段)整个孕期孕妇体质量增加和新生儿体质量及分娩方

式的关系#本文选择单胎)头位且无妊娠并发症的初产妇为研

究对象#期望结果可以指导孕期保健#使孕妇合理进行孕期体

质量管理#控制
.

体质量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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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控制新生儿体质

量并降低剖宫产率*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
1%$'

年
$

&

)

月在本院定期产检

且信息完善的产妇及新生儿信息
'0$

条*纳入标准!单胎)头

位)初产)无妊娠并发症)孕前无内科疾病)孕期无控制饮食*

孕妇年龄
$/

&

0$

岁#平均$

1-&(C'&2

%岁#孕周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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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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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在于妊娠
$1

周内在本院建立围产

期保健手册#定期产检至分娩*从围产期保健手册获取孕妇孕

前身高和体质量#妊娠
$1

周体质量#妊娠
1/

周体质量#分娩前

体质量信息*分娩记录获取新生儿体质量及分娩方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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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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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及分

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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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应的体质量和身高计算得出*孕前体质量指数

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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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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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体质量指数增加)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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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体质量指数增

加)孕期体质量指数增加分别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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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儿体质量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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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巨大儿#新生儿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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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低体质量儿*

孕前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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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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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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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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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V66$(&%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以
GC"

表示#采用
X,I.UM

O

4AX̀ 4

分析#通过方差

齐性检验多重比较采用
?6̂

或
_",LIGG",#

#未通过方差齐性检

验#多重比较采用
R̂,,IJJ@'

*计数资料以
*

和百分比$

W

%表

示#采用
!

1 检验*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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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C&B

!

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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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生儿体质量)分娩方式的影响
!

根据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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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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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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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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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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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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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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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1-&)P

;

"

D

1 为
7

%

组*各组之

间的比较见表
$

*孕前
_58

分组和新生儿体质量之间#

'

组之

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

'

组发生巨大儿的百

分比是
1&(W

)

(&(W

)

'$&'W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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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不同与低体质量儿的出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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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组与剖宫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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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
$1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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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

_58

$

%对新生儿体质量)分娩方式

的影响
!

根据孕
$1

周
.

_58

$

体质量增加值#将孕妇分为
'

组!

.

_58

$

减轻组为
4

$

组)增加
%

&

$P

;

"

D

1 组为
_

$

组)增加

大于
$P

;

"

D

1 组为
7

$

组#共
'

组#各组之间的比较见表
1

*

.

_58

$

分组中#

'

组之间新生儿体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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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分组与巨大儿出生之间#与低

体质量儿的出生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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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组与剖宫产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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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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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_58

增加$

.

_58

1

%对新生儿体质量)分娩方式

的影响
!

根据孕
1/

周
_58

增加$

.

_58

1

%将孕妇分为
'

组#

.

_58

1

增加小于
'P

;

"

D

1 组为
4

1

组)增加
'P

;

"

D

1

&

)P

;

"

D

1

组为
_

1

组)增加大于
)P

;

"

D

1 组为
7

1

组#各组之间的比较见

表
'

*

.

_581

分组中
4

1

与
_

1

组之间新生儿体质量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2

%*

.

_58

1

分组中
_

1

组与
7

1

组#

4

1

组与
7

1

组与新生儿体质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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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与巨大儿出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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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低体质量儿的出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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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组与剖宫产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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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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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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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
_58

增加$

.

_58

'

%对新生儿体质量)分娩方式的影

响
!

根据孕期
_58

增加
.

_58

'

$产前孕妇
_58

较孕前增加

值%#将孕妇分为
'

组#

.

_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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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小于
0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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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组为
4

'

组)

增加
0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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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组为
_

'

组)增加大于
)P

;

"

D

1 组为
7

'

组#共

'

组#各组之间的比较见表
0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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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前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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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与新生儿体质量及分娩方式的关系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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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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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体质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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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8

1

(与新生儿体质量及分娩方式的关系

组别
*

新生儿体质量$

GC"

#

P

;

% 巨大儿&

*

$

W

%' 低体质量儿&

*

$

W

%' 剖宫产&

*

$

W

%' 阴道分娩&

*

$

W

%'

4

1

组
2$ '11/&0'C0$(&)- 1

$

'&(

%

-

$

$'&-

%

$1

$

1'&2'

%

'(

$

-)&0-

%

_

1

组
1'( ''%1&/2C0-(&0% $/

$

-&2

%

(

$

'&/

%

/)

$

'2&(/

%

$2'

$

)0&%1

%

7

1

组
2$ '220&0$C0-)&1/ (

$

$-&)

%

1

$

'&(

%

1-

$

21&(0

%

10

$

0-&%)

%

4

"

!

1

] -&'/2 (&0$- /&2)% (&)2) ]

$ ] %&%%$ %&%%( %&%$0 %&%%/ ]

!!

]

!表示此项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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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

孕期
_58

增加%

.

_58

'

(与新生儿体质量及分娩方式的关系

组别
*

新生儿体质量$

GC"

#

P

;

% 巨大儿&

*

$

W

%' 低体质量儿&

*

$

W

%' 剖宫产&

*

$

W

%' 阴道分娩&

*

$

W

%'

4

'

组
1% '%21&2%C)%2&2) $

$

2&%%

%

'

$

$2&%%

%

0

$

1%&%

%

$)

$

/%&%

%

_

'

组
$10 '1$-&-0C002&)' -

$

2&)2

%

-

$

2&)2

%

'2

$

1/&11

%

/(

$

-$&-/

%

7

'

组
$(- '01-&)(C0)$&0/ '$

$

$2&-'

%

0

$

1&%'

%

/1

$

0$&)1

%

$$2

$

2/&'/

%

4

"

!

1

] $$&2$0 /&2$( /&('$ /&$(' ]

$ ] %&%%$ %&%$0 %&%$1 %&%$- ]

!!

]

!表示此项无数据*

!!.

_58

'

分组中
4

$

组与
_

$

组之间新生儿体质量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

.

_58

'

分组中
_

'

组与
7

'

组与

新生儿体质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

_58

'

分

组中
4

'

组与
7

'

组新生儿体质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

%*

.

_58

'

不同与巨大儿出生之间#与低体质量儿的

出生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

.

_58

'

分组与剖

宫产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D

!

讨
!!

论

!!

单纯以孕期体质量增加无法全面评估孕妇的营养情况#身

高与体质量双重指标比体质量的单一指标更能可靠地预测妊

娠结局#

_58

为目前常用的评价指标之一#本文采用
_58

来对

孕妇孕期营养进行分析*

_58

是由体质量和身高计算得出#

与身体脂肪含量呈正相关#反映了孕妇的营养状况和基础营养

条件#消除了身高差异对体质量的影响#是确定孕妇体质量标

准简单)可靠的方法*

孕期良好的营养状况不仅对孕妇而且对胎儿的健康和生

存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适宜的孕期体质量增加范围是胎

儿正常发育和孕妇在孕期适应性良好的重要指标之一&

0

'

*怀

孕期间将体质量维持在标准范围内#不仅能帮助生产顺利#减

少生产的伤害#而且对于新生儿的不良影响也较小&

2

'

*而近年

来产妇的孕期体质量由于受到生活水平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控

制越来越呈现出不良的趋势&

)

'

*孕前
_58

超标及孕期
_58

增加过多的孕妇#其母婴结局令人担忧(而孕前
_58

过低及孕

期
_58

增长不足的孕妇#其发生低体质量儿)胎儿窘迫及新生

儿窒息的比例也较高&

-

'

*孕前
_58

及孕期体质量增长与妊娠

结局有很大的相关性#保持好理想的孕前)孕早期)孕中期及孕

期体质量增长对于改善妊娠结局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般认为#孕前体质量较低的妇女孕期体质量增加会多一

些#而孕前体质量偏重的妇女孕期体质量增加则少一些&

/

'

*多

数研究证明#孕妇孕前
_58

越高#其新生儿出生体质量越

高&

(

'

*有研究显示#肥胖孕妇不良的代谢状况可产生不良的子

宫胎盘环境#导致大于胎龄儿)巨大儿的出现*孕前肥胖妇女

分娩巨大儿的风险是孕前
_58

正常孕妇的
1&$-

倍&

$%

'

*孕妇

孕期体质量增加值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密切相关#建议孕妇孕

期体质量增加控制在
$)&%P

;

左右比较合适&

$$

'

*我国目前没

有统一的孕期体质量增长值指南#亦有学者提出孕前
_58

低)

正常)高#

'

组适宜的孕期增质量范围分别为
$1&%

&

$/&%

)

$%&%

&

$)&%

)

/&%

&

$0&%P

;

&

$1

'

*孕期过度增质量与妊娠期高

血压疾病)糖尿病)巨大儿)难产)产后出血)新生儿产伤)宫内

感染)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低血糖等多种母儿并发症有

关&

$'

'

*亦有资料显示#低
_58

孕妇早产危险性增加&

$0.$2

'

*国

内文献中多研究孕前及孕期体质量增加#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孕期中间的体质量变化是否也对妊娠结局存在影响值得商榷*

本文选择孕前)孕
$1

周)孕
1/

周)孕期
0

个时期体质量指数进

一步分析#通过对
_58

%

)

.

_58

$

)

.

_58

1

)

.

_58

'

0

项观察指标

的分析得出孕前
_58

)孕早期
_58

增加)孕中期
_58

增加及

孕期体质量增加对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及分娩方式均存在影响*

孕前高
_58

者分娩巨大儿及剖宫产率均相应增加#而低
_58

者分娩低体质量儿率未相应增加*提示合理降低孕前体质量

有利于降低巨大儿出生率及剖宫产率*孕早期会因为早孕反

应等原因#体质量增加不明显#此期体质量增加对新生儿体质

量影响小#可减少不必要的担心*但孕早期体质量增加过低#

剖宫产率随之上升#因此#合理增加孕早期体质量#孕早期加强

营养#增强体质可适当降低剖宫产率*孕中期体质量过度增

加#巨大儿发生率及剖宫产率均明显增加#体质量增加过轻#低

体质量儿发生率亦相应增加*孕期体质量体质量过度增加#巨

大儿发生率及剖宫产率均增加#体质量增加过轻低#体质量儿发

生率亦相应增加*与孕中期相比#孕早期体质量控制对新生儿

体质量及分娩方式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合理控制孕期体质量#

尤其是孕中期体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对孕期体质量进行管理能

明显降低巨大儿及低体质量儿发生率#并相应降低剖宫产率*

目前#有
-'W

的孕妇体质量超过了
ZdX

标准#巨大儿发

生率
-W

&

$%W

#要想改善现状#就必须形成孕期体质量管理

体系#以
8X5

标准在整个孕期进行宣教#全程干预*本研究提

示孕前保持适当体质量有利于良好的分娩结局#肥胖者怀孕前

可适当减肥*孕中期和与孕期体质量增加不同将影响妊娠结

局#尤其孕中期体质量控制对妊娠结局有更显著影响*本研究

提示孕早期及孕中期体质量增加对妊娠结局均有不同程度影

响#对于孕期体质量控制有了更具体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他孕周体质量增加与新生儿体

质量及分娩方式等妊娠结局有待进一步研究(不同孕周
_58

增加目标亦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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