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期妊娠与�����评分的关系

原建超

附院妇产科

提 要 针对孕周这个单一因素
，
对�似例过期妊娠和���例足月 妊 娠 的

�����评分进行对比相关回归分析
。

结 果显示
，

足月组阿氏评分� � 分 者 达

��
�

���
，
孕周与评分无明显相关性

。

而妊娠超过��周后
，
评分 蕊 �分 者显 著

增多
，

其发生率是足月组的两倍余
，
孕周与评分进入低度 负 相 关 状 态 �犷 �

一 �
�

��� ���
�

����
。

在阴道手术产率上
，
过期组为��

�

���
，
足 月 组 为

��
�

�� � ���
�

���
。

表明过期妊娠是致导高阴道手术产率和低阿氏评分的一

个重要因素
。

主张胎龄控制在��孕周内为宜
。

关键词 过期妊娠 � �����评分 � 新生儿 � 窒息

过期妊娠是引起围产儿死亡的第二大原

因
。

临床上常可以看到妊娠过期越长
，

新生

��预后越差的现象
。

为探讨过期妊 娠与���
一

��评分的内在联系
，
以有助于预见 和 及时

处理新生儿窒息
，
及为避免发生过期妊娠提

供依据
，
本文着重对过期妊娠与阿氏评分的

相关性进行分析
。

资料与分析

一
、

发生率

我院产科在����年��月至����年 �月期

间共分娩����例
。

其中以往月经正常
、

预产

期计算准确
、

无内科合并症
、

无产科并发症

及非剖宫产 的 过 期妊娠有��� 例
，
占 �

�

��

�
。

在这之中
，
孕��� ��周

�

者有 ���例 �

��� ��周
�

者���例 � ��一 ���司
‘

者 ��例 � ��

周以上者��例
。

二
、

方法

本文以这���例过期妊 娠作 为 分 析 对

象
。

另从同期以同样条件而足月妊娠的产妇

中随机抽取���例作为对照组
。

两组产 妇 在

年龄
、

职业
、

孕产次和胎方位等构成上均无

显著性差异
，
仅就孕周数不同这个单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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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组的阴道手术产率和阿氏评分的影响分

别作对照相关回归分析
。

三
、

阴道手术产率

由于剖宫产儿免去了较长时间地耐受宫

缩和正常产道的挤压
，
其阿氏分不能与阴道

产儿相比较
，

故木文未将其统计在内
。

阴道

手术产 �包括胎吸术
、

产钳术和 臀 位 助产

术 �率过期组为��
�

���
，
足 月 组为 ��

�

��

�
，
差异显著 � 尸��

�

�� �
。

四
、
�����评分

根据阿氏评分标准
，
由产科医生和助产

士两人以上共同对各例进行评分
。

�
、

孕周与�����评分 见表 �
。

阿氏 �分钟评分反映了新生儿出生时的

缺氧状况
，

木文对此重点分析
。

根据表 �数

据
，
妊娠��尸西时阿氏评分最高

，
以后逐渐降

低
。

在孕足月范围内下降缓慢
，
孕��周后下

降明显加快
、

当��孕周与钓孕周相比时尚无

显著差异 �� � �
�

���
，

尸��
�

�� �� 而��

孕周与��孕周相比时
，

则差 异 显 著 � � �

�
�

�� �� 。 �

���
。

足月或过期妊娠与阿氏

评分虽都呈负相关
，

但程度不同
，
见表 �

。

足月组与阿氏评分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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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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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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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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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

�
�
��土�

�
�

��士�

。
�魂

在阿氏 弓分钟评分方而
，
过期组评分仍

低于足月组
，
它们分别是�

�

�。 士��

��和 �
�

��

士�
�

��
，
� � �

�

���
，
尸��

�

��
。

提 示 过期

儿预后差于足月儿
。

�
、

两组评分比较 两组在阿氏评分的

各个级别上所占比例明显不同
，
见表 �

。

表 � 两组�����评分比较 ����� �

评分

过期组
� � ���

足月组
� 二 ���

表 � 两组与����� �分钟评分的相关情况

组男�� 相关系数� �

足月兰且 一 �
�

��� ��
�

���

过�梦』组 一 �
�

��� ��
�

��

例 � 例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卜����
��内二匕今���﹄����

���八��任�任，上﹄勺
����

……

泪日。八。︺︸了几乃�乙。���﹃勺。八沈
�

八�力朴��下
月。﹄。曰�︺，�口︺山乃

低
，

缺乏实际意义
。

过期组的值则在低度负

相关范围之内
。

经推导其直线回归 方 程 为

� 二 ��
�

�魂�一 �
�

����
，
回归系数 ���经显

著性检验 尸��
�

���
。

但这一公式只 限 于过

期妊娠范围
。

直线回归曲线如附图
。

表 �显示
，
足月组主要分布在妻 �分的

高分区
，

达��
�

���
。

而在镇 �分的低分区
，

过期组的发生率是足月组的�
�

��倍
。

五
、

新生儿死亡

在过期组中
，

新生 儿 死 亡 � 例
，
占

�
�

���
，

其中两例是产钳助产
。

这 �例的阿

氏评分 �分钟为�
�

�� 士 �
�

��
，
�分钟为�

�

��

士�
�

��
。

死因为胎粪吸入
、

肺不张
、

肺部感

染及颅内出血
。

本文足月组中无一例新生儿

死亡
。

讨 论

孕 脚

� 过期妊姐与阿氏 �分钟评分的关系

一
、

过期妊娠导致低�����评分

影响评分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

但本文

选择病例时排除了其它因素
，
仅就孕周的影

响加以分析
。

胎儿在宫内生长发育
，

其安危

程度与胎盘功能密切相关
。

人类胎盘于孕 �

月时便完成了形态和功能的发育
，

其功能高

峰在孕��周
，
以后绒毛细胞���合成停止

，

物质转换速度变慢 �‘ �。 随着孕周 的 延长
，

胎盘将出现绒毛表面纤维蛋白沉着
、

钙化
，

绒毛
一

血管膜增生进行功能代偿
。

过 期 妊娠

后
，
呈代偿或退化病理性改变者 达 ����

，

胎盘大面积供氧不足 〔 “ �。 此时胎儿 于宫 内

必然也呈供氧不足状态
，
对分娩的耐受力将

�
一

�
‘
�



显著下降
。

木文数据显示孕��周时阿氏评分

高于以后各组
。

在足月的妊娠范围内
，
孕周

与评分的相关系数仅为 一 �
�

���
，

相关 性 甚

微
。

这表明胎盘功能代偿尚能维持胎儿对氧

的需求
。

而妊娠超过��周后
，

新生儿窒息率

迅速提高
，
并有窒息死亡病例出现

。
评分落

�分者两倍于足月 者
。

相 关系 数 值 达 一

�
�

���
，

进入低度负相关范围
。

这表明 胎 盘

功能严重衰退
，

胎儿在宫内已 形 成高 危状

态
。
�������

“ �等也观察到在胎龄超过 预 产

期的第一周内很少有严重窒息� 而当胎龄满

���天后
，

新生儿发病 率 和 死亡率迅 速 增

力口
。

再者
，
随着妊娠过期的延长

，

胎儿头颅

可塑性变差
，
羊水量减少

，
分娩时脐带易受

压迫
，
这些均可增加阴道手术产率和胎儿窘

迫及新生儿窒息率
。

所以过期妊娠导致低阿

氏评分
。

二
、
�����评分有助于过期儿的处理

自从����年����
�
介 绍了 该评 分 法 以

来
，

由于其简便
、

快速和较准确地将新生儿

出生时的即刻状况予以量化
，

有效地指导临

床处理
，

所以已被产科广泛采用
。

阿氏评分

实质上反映 了新生儿出生时的血氧饱和度和

缺氧状态下的病理生理改变
。

阿氏评分与新

生儿体内氧储呈正相关 �扭�。 过期妊娠 胎 盘

功能衰退
，
胎儿氧储少

，

新生儿 窒 息 率高

且程度重
。

如果没有阿氏评分的快速甄别
，

将贻误许多窒息儿的抢救时机
。

所以
，

对每

一例过期儿进行阿氏评分是十分重要的
。

三
、

控制过期妊娠
，

提高�����评分

鉴于过期妊娠的周数与阿氏评分呈负相

关
，

故必须及时终止妊娠
。

本文资料提示孕

周最好是控制在��周内
，

最迟不超过��周为

宜
。

对过期妊娠的适当处理至关重要
。
���

�

��� 〔� �提出对
‘

妊娠超过��周者要全部进行产

前监护
，

超过 ��周者 要 终 止 妊 娠
。
����

����
“ �运用生物物理评分法对过 期 妊 娠 进

行评价
，

凡评分异常者重点监护处理
，
这些都

很有意义
。

我院终止妊娠的指征 怂①妊娠超
过��周 � ②胎儿窘迫 � ③羊水过少 � ④宫颈
成熟 � ⑤胎儿������。

对于确定经阴 道 分

娩者
，

要特别加强分娩期监护和处理
。

总而

言之
，

减少了过期妊娠的发生
，

新生儿的阿

氏评分将大大提高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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