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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血胆红素与早期新生儿黄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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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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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脐血胆红素与早期新生儿黄疸的关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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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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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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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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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该院
&/)

例足月新生儿为研究对象!分为黄疸组
/)

例!非黄疸组
&**

例!分别检测脐血胆红素水平及其与新生儿黄疸'需光

疗的情况#检测黄疸儿
,'D

血清胆红素水平!并进行分析比较&结果
!

黄疸组脐血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水平高于

非黄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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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脐血胆红素水平的增高!高胆红素血症发生率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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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需光疗病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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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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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并未随脐血胆红素水平增高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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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脐血胆红素水平可用于预测早期新生儿黄疸&动态监测早期黄疸儿血清胆红素水平对患儿诊治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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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黄疸是由于胆红素代谢异常引起血中胆红素水平

升高引起的#它是新生儿常见的病症之一#过高的胆红素可损

害多个器官#引发核黄疸#甚至危及生命#及早诊断,治疗有重

要的临床意义)

&

*

+为了探讨脐血胆红素与早期新生儿黄疸的

关系#笔者对脐血胆红素与新生儿黄疸发生情况%黄疸儿
,'D

血清总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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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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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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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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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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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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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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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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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产科

顺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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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足月新生儿位研究对象#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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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为新生

儿黄疸并在儿科接受治疗的
/)

例新生儿为黄疸组#正常出院

的
&**

例新生儿作为非黄疸组+黄疸组中男
.,

例#女
+/

例%

非黄疸组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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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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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新生儿出生孕周
+,

!

.&

周#出

生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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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窒息,低血糖,头颅血肿,先天

缺陷和各种感染等因素+母亲无肝胆系统疾病+

$(/

!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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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血胆红素测定
!

取新生儿脐静脉血
+H0

#离心后取

血清用日产
,;**

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脐血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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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胆红素测定
!

取日龄为
,'D

的黄疸儿静脉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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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后取血清用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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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血清胆

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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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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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用
&

' 检验#计量资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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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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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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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检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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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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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脐血胆红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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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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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脐血胆红素水平与病理性黄疸发生率的关系
!

随着

脐血胆红素水平上升#高胆血症发生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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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脐血胆红素水平与病理性黄疸发生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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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脐血胆红素水平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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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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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脐血

胆红素小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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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儿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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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光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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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脐血胆红素大于
+,

-

HH=A

"

0

的患儿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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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光疗#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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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疸组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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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儿脐血胆红素小于或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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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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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脐血胆红素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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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儿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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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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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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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黄疸是新生儿时期的常见疾病#发病率高#多发生

于出生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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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时新生儿血脑屏障尚未完善#过高的

胆红素可透过血脑屏障造成永久性的神经损害#对新生儿危害

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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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胆红素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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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通过胎盘#经过脐血
5

胎

盘
5

母体被清除#脐血胆红素水平增加的原因#有研究认为是胎

儿胆红素增加#或胎儿血浆排除胆红素能力减弱#或胆红素通

过胎盘运输减少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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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出生后#血液中胆红素通过母体

排除的途径被阻断#造成血液胆红素积蓄而发生黄疸+另一方

面#胎儿期肝接受充分氧化的脐静脉血#出生后肝血循环改变#

对肝细胞功能形成不利的环境#使胎儿末期已经存在的高胆红

素在出生后得不到及时清除+新生儿早期黄疸主要与其胆红

素生成过多有关#而这一情况从胎儿到出生一直存在+本研究

结果显示#当脐血胆红素水平小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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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病理

性黄疸发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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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脐血胆红素水平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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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病理性黄疸发生率为
//(/:<

+说明随着脐血胆红素水

平增高#高胆红素血症发生率增多#并且随着脐血胆红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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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高#需给予光疗病例增多+这与唐卉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

病理性黄疸常在生后
'.D

出现#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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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越高#出现高胆

红素血症的时间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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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常分娩多于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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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院#而足月儿黄疸高峰常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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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的患儿中一部分有潜

在高胆红素血症的危险#对伴有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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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的新生儿可采

取延缓出院等措施+

新生儿早期病理性黄疸血清中主要是
1"10

增高#多数由

溶血引起#少数为肝细胞处理胆红素障碍所致+一些脐血胆红

素水平较低的新生儿也会发生病理性黄疸#但其原因很复杂#

主要病因有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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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脱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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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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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不合

等引起的溶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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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所致黄疸常于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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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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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于红细胞结构改变#功能异常#红细胞裂解溶血使

胆红素增高所致+据钟丹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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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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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症患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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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新生儿黄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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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病有部分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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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出现中至重度的高胆红素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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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脐

血胆红素水平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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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生儿全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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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本研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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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脐血胆红素水平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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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生儿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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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发生病理性黄疸#说明病理性黄

疸患儿应检测其血液中
7;9#

水平,母婴
%"X

血型#可对发生

黄疸的原因做出判断#有利于采取有效防治措施+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脐血胆红素水平的黄疸儿
,'D

血

清
4"10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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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脐血胆

红素对胎儿期已有血液高胆红素#引起出生后病理性黄疸的新

生儿具有更高的预测价值#而对新生儿感染,败血症引起等原

因引起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无诊断价值+这与曹树军)

/

*的

研究结论一致+而单凭某一时期血清胆红素水平评价新生儿

黄疸的严重程度是不够全面的#有时
1"10

增多时胆红素渗入

组织#血中水平反而减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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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疸进展程度是靠每日上升血

清胆红素来判定的#对黄疸儿宜进行血清胆红素动态监测#另

外#临床上亦发现婴儿出生时脐血,血清胆红素均较高#但每天

增幅不大#并未发生黄疸现象+所以#以血清胆红素日差值作

为黄疸进展的指标更恰当+

综上所述#脐血胆红素水平对新生儿出生前已具有潜在原

因引起的病理性黄疸有预测价值#结合每日血清胆红素水平变

化对早期新生儿黄疸诊治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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