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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测量胎儿腹围预测胎儿肩宽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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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关键词暋超声椈胎儿椈臂丛神经损伤

中图分类号椇斠椃棻棿暋暋文献标识码椇斅暋暋文章编号椇棻棸棸棸灢椆椃椂棸棬棽棸棻棿棭棸棿灢棻棿椄灢棸棽

暋暋新生儿的臂丛神经损伤又称新生儿产伤棳发生率约占

头位分娩的棸灡椂棩暙棽灡椄棩椲棻椵暎一旦发生新生儿臂丛神经

损伤棳致残率较高棳多判定为医方过错椲棽椵暎近年来棳产前超

声医学通过测量胎儿多种参数棳对提高围产儿生存质量发

挥了较大作用暎因此棳寻求一种简便暍可靠的指标准确的

估测胎儿的肩宽棳对于避免新生儿臂丛神经损伤有较大临

床意义暎本文采用斅型超声技术于产前棸暙棽斾测量胎儿

腹围棳并评价其估测临产胎儿肩宽的应用价值暎报道如下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对象

选择棽棸棸椆年棻月至棽棸棻棽年棻棽月在本院足月分娩的

单胎孕妇 棻棽例棳年龄棻椃暙棿棸岁棳平均年龄棽椃灡棻岁暎入选

条件为椇棻棭要求被检测的孕妇末次月经准确棳孕期内无内

外科并发症及产科并发症棳胎龄经核对后曒棾椃周椈棽棭超声

检查胎儿无畸形椈棾棭产科测量骨性产道正常暎排除标准椇
棻棭有胎儿畸形者椈棽棭双胎及多胎妊娠椈棾棭胎位不正棬非头位

胎儿棭椈棿棭足月小样儿椈棭胎盘位置异常棳前置或低置胎盘棳
胎盘早剥椈椂棭羊水过少椈椃棭拒绝接受此项课题合作的孕妇

与棷或孕妇家属暎
棻灡棽暋方法

棻灡棽灡棻暋超声测量胎儿腹围暋采用 斍斉斨斚斕斦斢斚斘斉灢椄及

斨斏斨斏斈椃超声仪棳探头频率棾灡 斖斎旡暎于分娩前棸暙棽斾进

行暎
腹围测量标准平面椇脊柱垂直棳此断面应显示脊柱椆棸晎

横切面位于顺时针方向棾暶棸棸或椆暶棸棸点位置棳胃泡在左

侧腹部棳可见左暍右肝门静脉汇合处椲棾椵暎测量棾次取平均

值暎
棻灡棽灡棽暋新生儿肩宽测量暋新生儿出生后棸暙棾棸旐旈旑棳测量

新生儿肩宽棳从新生儿背侧测量其两侧肩胛骨外缘的中心

点即肩峰点的距离暎
棻灡棾暋统计学方法

采用斢斝斢斢棻棾灡棸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胎儿腹围测量结果

见表棻暎
表棻暋胎儿腹围测量结果棬斻旐棭

腹围 椉棾棿 棾棿暙 棾椂暙
例数 棽棻棽 棽椃椃 棽椃

棽灡棽暋新生儿肩宽测量结果

见表棽暎
表棽暋新生儿肩宽测量结果棬斻旐棭

肩宽 棻棾暙 棻棿暙 棻 暙 棻椂暙
例数 椃椄 棽椂椄 棻棿 棽棻

棽灡棾暋胎儿腹围和新生儿肩宽的相关关系

结果显示棳胎 儿 腹 围 与 新 生 儿 肩 宽 呈 正 相 关棳 椊
棸灡椂椆棳 椉棸灡棸棻棳胎儿腹围增大则肩部增宽暎见图棻暎

图棻暋胎儿腹围与新生儿肩宽关系的散点图

棽灡棿暋孕妇分娩结局

胎儿腹围椉棾棿斻旐棳肩宽椉棻斻旐者棳棽棻棽人次棳均经阴道

分娩棳未发生新生儿损伤及孕妇并发症暎胎儿腹围椌棾棿暍
椉棾椂斻旐棳肩宽椌棻斻旐者棽椃椃例椈棾棾例剖宫产棳发生新生儿

窒息棽例棳吸入性肺炎棽例棳颅内出血棻例椈椃椃例经阴分

娩棳发生新生儿窒息棾例棳吸入性肺炎棿例棳颅内出血棻例棳
孕妇会阴撕裂伤棽例暎胎儿腹围曒棾椂斻旐棳肩宽曒棻椂斻旐 者

观棻例棳剖宫产棻棻例棳新生儿吸入性肺炎棻例棳颅内出血棻
例椈经阴道分娩椄例棳发生新生儿臂丛神经损伤棿例棳新生

儿窒息棻例棳吸入性肺炎棻例棳颅内出 棬下转第棻棸页棭

椄棿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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斆斣斈患者多以神经病变为首发并突出表现棳误认为

特发性三叉神经病痛棳单纯给予对症治疗棳效果不佳棳而给

予抗炎联合免疫调节剂治疗棳可以很快控制症状椈因此棳临
床医师遇到此类病例棳应综合分析棳正确诊断棳早期予以激

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棳从而早期减少患者痛苦及经济负

担暎病毒感染特别是 斎斢斨灢棻感染可能在其发病机制中具

有一定作用棳为找寻病毒感染在 斆斣斈并发三叉神经痛中

的意义棳有待进一步的临床和实验室观察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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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棻例棳孕妇会阴部撕裂伤棽例暎
棾暋讨论

新生儿的臂丛神经损伤多为医源性棳多发生于肩难

产暎当胎儿头娩出后棳棻旐旈旑胎肩未娩出时则为肩难产暎
经阴道分娩时棳虽然可经产科医护人员用压大腿法暍耻骨

上加压法或 斪旓旓斾等方法助产棳若胎儿肩径过宽棳旋转难

度较大棳仍可造成新生儿的臂丛神经损伤及颅内出血等

并发症棳并可造成孕妇的产伤暎
既往产前较为常用的方法是通过超声测量胎儿双顶

径暍头围暍股骨径等综合参数估测胎儿体重的方法椲棿椵棳确
定分娩方式棳一般当双顶径椌椆灡斻旐棳股骨径椌椃灡棾斻旐棳时棳
估测胎儿体重曒棿棸棸棸旂棳提示经阴道分娩可能造成新生儿

损伤和孕妇的产伤暎但是棳临床观察发现棳临产前由于胎

头入盆棳俯屈暍变形下移等因素的影响棳很难显示双顶径

的标准平面棳测量可能小于实际值椲椵暎特别是测量双顶

径曑椆灡斻旐棳产前超声往往不会预测为巨大儿暎当这部分

胎儿经阴道分娩时棳由此而引起的新生儿并发症如臂丛

神经损伤暍窒息和颅内出血等很难避免暎本组结果显示棳
曒棾椂斻旐的胎儿出生后肩宽曒棻椂斻旐 者明显增加棳并进一

步导致新生儿损伤暎因此棳斄斆曒棾椂斻旐对新生儿损伤有一

定的预测价值暎因此棳我们建议当胎儿 斄斆曒棾椂斻旐棳无论

双顶径和股骨有何变化棳可适当放宽剖宫产指征棳建议孕

妇剖宫产棳以防止医源性新生儿损伤暎对于孕妇要求经

阴道分娩者棳将可能发生的分娩结局告知棳并密切观察产

程棳若第二产程过长棳建议尽量选择剖宫产棳以防止围产

期新生儿并发症的发生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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