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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孕妇自然分娩的时间规律!为指导临床及对分娩机制的研究提供初步统计学数据基础$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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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圆形分布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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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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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时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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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时间生研究学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都有着自身的节

律)那么#人类自然分娩时间是否存在节律性5 本研究统计了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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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自然分娩

时间#探讨其分布趋势和规律#以期对分娩机制的研究提供初

步的统计学数据#对产科临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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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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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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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婴儿性别比为
"W","#

#结果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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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婴儿在
"

年中的出生规律采用的是圆形分

布1

"

2进行统计分析)具体是将婴儿的出生时间转换成角度计

算平均角&

m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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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出生时间的集中方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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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D

相当于
$&%n

#

"%D

即相当于
%,3/&$n

#以元旦零时为零角度#通

过三角函数代换和角均数的显著性检验#求出婴儿出生的集中

时间+离散程度)首先列出各月份的月中位角#然后根据实际

例数计算各月份的角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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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婴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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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出生规律采用的也是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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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统计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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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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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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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性别婴儿的分娩时间和产妇的分娩时间实际例数按

小时合计)将每例婴儿出生时间换成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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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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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值转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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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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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弦+余弦值与对应的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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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新生儿出生时间集中时点圆形分布分析计算结果

项目
657m G<6m I 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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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高峰时段 高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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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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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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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新生儿出生时间及角度计算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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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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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经计算
G<7m

和
657m

分别为
[%,33/&$

和
[%,%#38/

#均为负

数#故角均数位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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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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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标准差
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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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界值表#

当最大的
(

值为
+%%

时#相应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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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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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故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1&

I

$

I

%,%%"

'&

+%%

'2)均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IZ%,"#&"

#

!

#

%,%%"

')说明自然生产的新生儿在
"%

年中的出生存在显著的时间差异)最后再将
m

+

8

分别乘以

$&+

"

$&%

#转换为日期#前者即为高峰日#

mb8

为高峰期)按
"%

D

等于
%,3/&$n

#

"/8,333#3n

为
"/+,+#D

#故自然生产的新生

儿的出生高峰日在
-

月
#

日#高峰期为
+

月
#

日至
3

月
"/

日)

用如上方法计算#男婴出生时间和经产妇分娩的时间经过

计算雷氏
.

值#对
m

进行集中趋势统计假设检验#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故不存在有集中趋势)所得高峰时段

和高峰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女婴出生时间+初产妇

分娩时间和总体的新生儿出生时间经过计算雷氏
.

值#对
m

进行集中趋势统计假设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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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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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存在有集中趋势)所得高峰时段和高峰时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其中女婴出生的高峰时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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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时间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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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产妇的分娩高峰时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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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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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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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新生儿的出生高峰时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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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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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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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

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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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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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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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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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本文分析表明#应用圆形分布法分析本院孕妇自然分娩的

时间规律#与临床情况相符)

"%

年之中#自然分娩的高峰日在

-

月
#

日#高峰期为
+

月
#

日至
3

月
"/

日)与曾巧平1

"

2认为的

产妇分娩高峰日是
3

月
8/

日#分娩高峰期是
-

月
"%

日至
"8

月
"&

日有所不同#分析原因可能与所用方法及研究所覆盖的

地区不同)

国内众多资料表明#自然分娩存在有昼夜节律性变化#而

出生高峰时值各有差异1

8

2

)但归纳起来#多数学者认为新生儿

出生时间集中于白昼#并非夜晚)本研究新生儿出生数统计的

资料表明#女婴出生的高峰时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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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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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新生儿的出生高峰时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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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时

间为
%%

!

%&

)所得资料与国内各地区的统计结果有所交叉#而

且本院自然分娩的男婴出生时间和经产妇分娩时间不存在集

中趋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即无明显高峰时段和

高峰时间)麦毅忠等1

$

2对广州小榄地区
##&

例新生儿的出生

进行统计#认为总体婴儿的出生时间高峰为
"8

!

$/

#在孕妇足

月&

$8

!

#8

周'+孕期无显著性差异前提下#男婴和女婴出生时

间高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初产妇和经产妇分

娩时间高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与本研究结果

部分不符)本院的女婴出生时间存在集中趋势#而男婴不存

在(初产妇分娩时间存在集中趋势#而经产妇则不存在#目前尚

不能找出合理解释#是否胎儿性别对孕妇体内的激素水平存在

影响)和分娩发动机制有哪些联系#至今未明#在统计学结论

基础上具体机制尚待进一步探索)

孕妇的分娩时间可能与孕妇本身人体生物节律以及分泌

的激素水平变化有关#妊娠期胎盘的分泌的母体外周血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R:̂

'在人类分娩发动中起重要作用#

它可能直接或间接参与分娩发动过程)研究表明#在人类及与

人类接近的灵长类动物的子宫肌层及胎盘+胎膜上有
R:̂

受

体1

#9+

2

)妊娠期间
R:̂

维持低水平#分娩&包括早产及足月分

娩'时显著增加并呈高亲和力状态)

R:̂

能通过其受体促进

胎盘+胎膜合成并释放前列腺素#后者可促进宫颈成熟并促进

子宫收缩#在分娩发动机制中起重要作用1

&9/

2

(另有研究表明环

氧化酶
98

&

R1V98

'作为前列腺素&

IO

'合成的诱导蛋白#在临产

后羊膜和胎盘中的表达显著高于未临产时#其表达高峰与
IO

峰值一致#提示其与
IO

合成密切相关1

3

2

(而近年来发现的
P569

HB?57

因子更成为了分娩发动的热点1

"%9""

2

#其在分娩前达到表

达高峰1

"8

2

#推测可能存在对
R1V98

的调控机制)进一步研究

可能通过分析孕妇体内这些相关因子表达水平的时间规律性#

为将来研究分娩发动的机制奠定基础)在临床工作中亦具有

一定指导意义#应根据产妇分娩时间的高峰#提示有必要适当

调整产房工作人员在新生儿出生高峰时间的比例#使产妇和新

生儿得到较好的医疗护理)在预计高峰期到来之际#医院管理

者及时布置#协调好人+财+物)临床医疗工作人员作好充分的

各种准备工作#包括人员搭配+学习进修+环境改造#做到心中

有数#有条不紊#以杜绝医疗事故及差错的发生#创造更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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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8%

例血培养病原菌的耐药性分析

邱付兰"

!钟荣荣8

"

",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

$&#%%%

&

8,

福建省龙岩市急救中心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本地区血培养病原菌及其耐药情况!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方法
!

用
a):Y;

':)\9"8%

全自动血培养仪和
a2')\9$8

细菌鉴定仪进行病原菌的培养分离与鉴定并做相应的药敏试验$结果
!

血培养中检出菌前
+

位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R(Y

#

$",$.

"其中表皮葡萄球菌
+#,+.

#%大肠埃希菌
"&,3.

%肺

炎克雷伯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Y;

#

-,$.

%真菌
+,".

$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R(Y

#占

&&,8.

!比例明显高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Y;

#

&,&.

!产
)Y_*6

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比例分

别为
8$,$.

%

-,-.

$

R(Y

和
Y;

对万古霉素%利奈唑烷%呋喃妥因敏感率较高$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呋喃妥

因%阿米卡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率较高$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阿米卡星%第
$

代头孢菌素%庆大霉素敏

感率较高$抗真菌药物的敏感率为'

+9

氟胞嘧啶
//,3.

%两性霉素
"%%.

%氟康唑
//,3.

%伊曲康唑
/$,$.

%伏立康

唑
/$,$.

$结论
!

革兰阳性球菌为主要病原菌"

#/,-.

#!而条件致病菌表皮葡萄球菌已超过
Y;

跃居为首位!

`:R(Y

比例明显高于
`:Y;

!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阿米卡星敏感率高!对严重感染的患者可

选择以上药物进行治疗!待药敏结果出来后调整抗生素的使用$真菌对常用抗真菌药物敏感性较好$

!关键词"

!

血培养&

!

药敏试验&

!

耐药性

012

!

"%,$3&3

"

4

,5667,"&-893#++,8%"%,8%,%$-

中图分类号#

:##&,""

&

:3&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893#++

"

8%"%

#

8%988#+9%$

!!

近年来#由于各种抗生素+肾上腺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

抗肿瘤药物的广泛使用#使机体的防御功能明显下降)此外#

各种导管及内窥镜检查+人工脏器+器官移植+透析治疗等逐渐

增多#感染机会增加)同时条件致病菌所致败血症+真菌菌血

症+厌氧菌菌血症等有增加的趋势#耐药菌株比例明显增长#经

验性治疗常导致失败)为了解血培养分离菌的分布及对常用

抗生素的耐药情况#作者对本院送检的
&%8%

例血培养标本结

果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B

!

材料与方法

B,B

!

标本来源
!

8%%-

年
"

月至
8%%3

年
+

月本院门诊和住院

患者送检血培养标本共
&%8%

例#其中同一患者连续多次分离

同一菌株不重复计入)

B,C

!

质控菌株
!

大肠埃希菌&

;'RR8+388

'+铜绿假单胞菌

&

;'RR8-/+$

'+金黄色葡萄球菌&

;'RR8+38$

'由卫生部临检

中心提供)

B,D

!

仪器与试剂
!

a):Y;':)\9"8%

全自动血培养仪及其

配套的血培养瓶#法国梅里埃
a2')\9$8

全自动细菌鉴定仪及

其配套细菌鉴定卡和药敏卡#真菌
;'_9fO!Y8

药敏条+肺炎

链球菌
;'_Y':)I+

药敏条#血平板+麦康凯琼脂+沙保罗琼

脂及
`^

培养基)

B,K

!

方法
!

将接种好的血培养瓶置于
a):Y;':)\9"8%

血

培养仪中进行培养#仪器报警提示阳性者立即转种相应培养

基#同时取肉汤培养物直接做革兰染色镜检#并将结果初步报

告临床#待完成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后发出最终报告)采用

a2')\9$8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

其中真菌药敏试验采用
;'_9fO!Y8

药敏条#肺炎链球菌药敏

试验采用
;'_Y':)I+

药敏条)结果判断参考美国临床实验

室标准操作化委员会&

(RR*Y

'标准)

C

!

结
!!

果

C,B

!

致病菌分离率及其分布
!

从
&%8%

例血培养中分离出致

,

+#8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8%"%

年
"%

月第
-

卷第
8%

期
!

*BK >̀DRC57

!

1G?<K>@8%"%

!

a<C,-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