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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刮宫操作与宫腔粘连及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

回顾性分析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近
%

年收治的
/8

例宫腔镜下诊断为宫腔粘连的患者$结果
!

月经量减少
,0

例"

,/."1

#'闭经
,8

例"

,+."1

#和不孕
;"

例"

;,.;1

#!此
;

项是宫腔粘连就诊的主要原因!余下
""

例因习惯性流产'腹痛等原因就诊$患者均有宫腔操作

史!在这些引起宫腔粘连的操作中!稽留流产清宫占
$+./1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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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清宫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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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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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产后清宫

占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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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
%

例有宫内节育器置入或取出史$发生中'重度粘连与产后清宫有关!其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与清宫次数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各种刮宫操作可引起宫腔粘连!产后清宫易

导致中'重度宫腔粘连!刮宫次数与粘连程度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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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粘连是各种机械性或非机械性内膜损伤导致子宫内

膜修复功能障碍引起的宫腔部分或完全闭塞*

"

+

)

"0/$

年

F=>@9?A

首次报道了宫腔粘连#

"/$0

年
!9A6=HB7

对一系列由

于反复刮宫手术作所致的继发性闭经进行详细研究#其发生率

随着近年来人工流产手术及清宫术等宫腔操作增加而呈上升

趋势#是造成妇女月经稀少,不孕,闭经,反复流产的一个重要

原因)为探讨宫腔粘连与刮宫操作的相关性#本文将重庆市第

五人民医院近
%

年
/8

例宫腔粘连患者进行研究#分析此类宫

腔操作所导致的宫腔粘连及严重程度#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年在本

院行宫腔镜检查及手术确诊为宫腔粘连患者的临床资料)纳

入标准!$

"

%已行宫腔镜检查#确诊为宫腔粘连的患者($

,

%无宫

颈,卵巢等其他手术操作病史)排除标准!$

"

%既往有宫颈,卵

巢等其他手术史($

,

%后期无生育要求,行为的患者($

;

%失去随

访的患者)

$./

!

方法
!

进行回顾性分析这
/8

例宫腔粘连患者就诊情况#

包括年龄,病史$有无宫腔操作史,有无流产史%,症状$有无习

惯性流产,不孕,月经异常%及宫腔粘连分度)

$.'

!

分类标准
!

参考欧洲妇科内镜协会的宫腔粘连诊断分类

方法*

,

+

)

+

度!宫腔内多处有纤细膜样粘连带#双侧宫角及输

卵管开口正常(

&

度!子宫前后壁间有致密的纤维束粘连#双侧

宫角及输卵管开口可见(

,

度!纤维索状粘连致部分宫腔及一

侧宫角闭锁(

-

度!纤维索状粘连致部分宫腔及双侧宫角闭锁(

1

B

度!粘连带瘢痕化致宫腔极度变形及狭窄(

1

G

度!粘连带

瘢痕化致宫腔完全消失)

+"&

度为轻度粘连#

,

度为中度粘

连#

-"1

度为重度粘连)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以
'

$

1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就诊情况
!

经筛选选取在本院行宫腔镜手术的
/8

例患

者中#以月经改变为主的就诊者居多#占
88.+1

#其中月经量

减少
,0

例 $

,/."1

%#闭 经
,8

例 $

,+."1

%(不 孕
;"

例

$

;,.;1

%(习惯性流产
8

例$

8.;1

%)患者在确诊宫腔粘连前

有
+

例患者在外院误诊为激素水平紊乱,子宫内膜异位等其他

疾病)

/./

!

不同刮宫操作与宫腔粘连分度关系
!

见表
"

)本组
/8

例均有过宫腔操作史#有
%

例$

%.,1

%发生于宫内节育器置入

或取出#其余
/"

例 $

/$.01

%均与刮宫操作相关)

$8

例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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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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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稽留流产清宫后#

;;

例$

;$.;1

%发生于人工

流产清宫后#

",

例$

",.%1

%发生于产后清宫后)关于宫腔粘

连分度#产后清宫与人工流产及稽留流产清宫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人工流产与稽留流产所引起的宫腔粘连

程度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不同刮宫操作与宫腔粘连分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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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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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刮宫操作
宫腔粘连分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人工流产
"%

$

$%.%

%

0

$

,$.,

%

"#

$

;#.;

%

稽留流产
,;

$

%#.#

%

"8

$

;$.0

%

+

$

"%.,

%

产后清宫
"

$

0.$

%

+

$

%0.;

%

$

$

;;.;

%

/.'

!

刮宫次数宫腔粘连分度对比
!

见表
,

)

/"

例有刮宫史者

有
,/.01

的病例有
"

次刮宫史#

;".81

的病例有
,

次刮宫史#

,8.#1

的病例有
;

次或
;

次以上刮宫史)本研究结果显示#刮

宫操作次数与宫腔粘连程度无相关性$

#

'

#.#%

%)

表
,

!

刮宫次数宫腔粘连分度对比%

'

&

刮宫次数
宫腔粘连分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合计

# $ " # %

" "" "# + ,0

, "0 "% % ;0

&

; "# 8 / ,%

合计
$; ;, ," /8

'

!

讨
!!

论

!!

宫腔粘连是人工流产手术的常见并发症之一#近年来#宫

腔粘连发生率呈上升趋势#这与逐年增加的人工流产及清宫操

作等密切相关#其严重威胁到女性健康)有学者指出目前生育

功能异常及月经异常为患者就诊的主要原因*

;:$

+

)本研究以月

经量减少就诊占
,/."1

#闭经占
,+."1

#不孕占
;,.;1

#习惯

性流产占
8.;1

#以腹痛或其他疾病就诊确诊的占
+.;1

#而最

初诊断激素紊乱#子宫内膜异位的有
+

例)所以#当患者出现

月经异常,习惯性流产等症状时#在积极排除其他器质性病变

后要考虑宫腔粘连的可能#需及时就医#避免造成严重后果)

创伤和感染是导致宫腔粘连的主要因素#子宫内膜分功能

层及基底层#基底层在月经后再生并修复子宫内膜创面#重新

形成子宫内膜功能层)子宫内膜再生主要依赖于基底层子宫

内膜间质上皮细胞#当各种创伤,感染等因素损伤子宫内膜基

底层时#破坏其修复机制导致细胞再生障碍#难以实现自我修

复#出现子宫内膜纤维化并逐渐形成粘连导致宫腔部分或完全

粘连)有研究表明#宫腔粘连
/#1

以上是由宫腔操作引起

的*

%

+

)有研究显示#妊娠相关的刮宫所引起的宫腔粘连居于首

位*

8:+

+

)

O33_6=

等*

0

+学者指出#习惯性流产和刮宫是造成宫腔

粘连的危险因素)本组资料显示#患者均可追溯到宫腔操作

史#其中
%.,1

的患者发生于宫内节育器置入或取出#

/$.01

的患者有习惯性流产与刮宫的病史#其中
;$.;1

的患者发生

于人工流产清宫后#

$+./1

的患者发生于稽留流产清宫后#

",.%1

的患者发生于产后清宫后)此类患者在宫腔操作之后

应该将宫腔镜检查作为早期随访宫腔粘连的重要指标)并且

本研究显示#产后清宫较容易引起中,重度宫腔粘连#这可能与

产后子宫质软#宫腔较大#且部分患者可能存在胎盘粘连甚至

植入#胎盘剥离后创伤面积较大#产后清宫可能加重内膜损伤

等因素有关#而且此操作也可能导致生殖道逆行性感染)

多项研究显示认为#多次刮宫可能粘连范围更大,粘连更

致密*

/:"#

+

)并且重度宫腔粘连的宫腔手术操作次数明显多于

轻度宫腔粘连#说明宫腔粘连与宫腔操作存在一定关系#随着

宫腔操作次数增多#宫腔粘连的程度也显著增加)本研究结果

显示#宫腔粘连程度与刮宫次数无明显相关性#这可能与现主

张术后规律性使用雌孕激素周期疗法有关)有研究显示#术后

使用雌激素#能促进子宫内膜增生和修复,减少出血量#维持子

宫内膜完整及正常月经周期#降低宫腔粘连风险*

"":",

+

)

综上所述#宫腔粘连是人工流产及清宫操作常见并发症之

一#可引起女性月经紊乱,甚至不孕等疾病#严重威胁女性健

康)减少宫腔粘连发生的关键在于避免过度刮宫及多次刮宫

操作#加强女性健康教育#尽量减少意外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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