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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剧吐患者对疾病认知情况及治疗延迟的相关因素分析

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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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唐山市妇幼保健院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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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调查妊娠剧吐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情况及治疗延迟的相关因素&方法
!

随机选取
"&%

例孕妇进行问卷调查并

统计分析&结果
!

孕妇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与治疗延迟有关"

K

%

&$&%

$!孕妇的居住地%职业对与治疗延迟无关"

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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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O

回归分析显示!不知晓妊娠会出现严重呕吐%不知晓妊娠会出现严重呕吐的途径%不知晓妊娠剧吐是一种疾病%不知晓妊娠

剧吐会引起严重后果%不知晓尿酮试纸可以自行检测尿酮是延迟治疗的独立相关因素&结论
!

妊娠剧吐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情况

与治疗延迟相关!需要加强对早孕妇女孕吐知识宣传!并帮助她们学会使用尿酮试纸自行监测尿酮情况!一旦尿酮等于或高于
9

9

!就可以尽早接受治疗!减少妊娠剧吐对母体及胎儿的损害&

关键词"妊娠剧吐#

!

治疗延迟#

!

尿酮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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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剧吐指发生于妊娠早期至妊娠
"G

周'以恶心呕吐频

繁为主要症状的一组症候群)

"

*

#绝大多数患者经治疗均能痊

愈#极个别者可因酸中毒'电解质紊乱'肝肾衰竭而死亡)

#

*

(一

般认为此病除与
.3)

显著升高有关外#还与精神'社会因素

有关)

E

*

(多见于年轻初孕妇#初起晨间为重#随病情发展而呕

吐频繁#不局限于晨间(由于不能进食出现脱水'低血钾为主

的水电解质紊乱#体质量下降#尿酮'血酮阳性等%肝功能受损

时可出现谷丙'谷草转氨酶升高(从普通的妊娠孕吐到发展为

妊娠剧吐是有一个病情的演变过程的#为此通过对本院妊娠剧

吐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以分析妊娠剧吐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情况

及对治疗延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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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
#&"I

年
"&

月至
#&"%

年
I

月于唐

山市保健院内科及妇产科门诊及住院的孕妇
"&%

例#其中有
E

例信息不详#共获得有效问卷
"&#

例#所有孕妇均为自愿参与(

入院时出现尿酮体
999

及以上判断为治疗延迟(

$$/

!

资料收集
!

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由临床经

验丰富的内科及妇产科团队成员进行调查问卷设计#通过电话

询问进行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社会人口学信息!年龄'居住

地'职业'文化程度%患者对妊娠剧吐的认知情况(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E$&

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
!

# 进行检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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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治疗延迟的独立预

测因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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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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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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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酮体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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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孕妇尿酮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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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治疗延迟#延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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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基本资料
!

孕妇的基本资料如表
#

所示#孕妇的年

龄'受教育程度与治疗延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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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的各项基本资料与治疗延迟率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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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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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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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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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对妊娠剧吐的认知情况
!

是否知晓妊娠会出现严重

呕吐'是否知晓妊娠会出现严重呕吐的途径'是否知晓妊娠剧

吐是一种疾病'是否知晓妊娠剧吐会引起严重后果'是否知晓

尿酮试纸可以自行检测尿酮均与治疗延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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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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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对妊娠剧吐的认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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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回答
7

延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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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妊娠会出现严重呕吐
"8$#"I&$&&&

!

是
E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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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G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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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妊娠会出现严重呕吐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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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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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E#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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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医生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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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妊娠剧吐是一种疾病
"%$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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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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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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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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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妊娠剧吐会引起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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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尿酮试纸可以自行检测尿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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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

将表
E

中的因素纳入
:B

R

K=>KO

回归

分析#如表
I

所示#结果显示不知晓妊娠会出现严重呕吐'不知

晓妊娠会出现严重呕吐的途径'不知晓妊娠剧吐是一种疾病'

不知晓妊娠剧吐会引起严重后果'不知晓尿酮试纸可以自行检

测尿酮是延迟治疗的独立相关因素(

表
I

!!

:B

R

K=>KO

回归分析

变量
.V C%DI( K

不知晓妊娠会出现严重呕吐
&$G"G &$IE#

'

&$CI# &$&&%

不知晓妊娠会出现严重呕吐的途径
&$E#E &$"%H

'

&$G"E &$&&&

不知晓妊娠剧吐是一种疾病
&$#%I &$&CE

'

#$I#C &$&&8

不知晓妊娠剧吐会引起严重后果
&$%8# &$I&"

'

&$8I" &$&&I

不知晓尿酮试纸可以自行检测尿酮
&$GEC &$E8"

'

&$8EC &$&C"

'

!

讨
!!

论

由于恶心呕吐是早孕期的正常生理反应#因此少数孕妇了

解妊娠剧吐的的危害#妊娠剧吐的发病率为
&$%D

'

#D

#给母

婴的身心健康带来负面作用#许多长期风险还有待研究)

I

*

(本

研究通过调查妊娠剧吐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情况及对治疗延迟

的影响#旨在减少妊娠剧吐对母体及胎儿的损害(

调查结果显示
%8$8D

的孕妇出现尿酮体
999

及以上#

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延迟率有显著性差异#不同居住

地和职业没有显著性差异#经过对孕妇的妊娠剧吐的认知情况

进一步调查分析发现#不知晓妊娠会出现严重呕吐'不知晓妊

娠会出现严重呕吐的途径'不知晓妊娠剧吐是一种疾病'不知

晓妊娠剧吐会引起严重后果'不知晓尿酮试纸可以自行检测尿

酮是延迟治疗的独立因素(因此#医护人员在宣布准妈妈们怀

孕的喜讯时#也应该告知发生妊娠剧吐的可能性#提高对妊娠

剧吐症的警惕#尽早进行治疗#避免因拖延导致病情持续加重(

酮体为乙酰乙酸'

(

7

羟丁酸及丙酮的总称)

%

*

#是人体利用脂肪

氧化产生的中间代谢产物(健康人产生的酮体很快被利用#尿

中酮体定性测试为阴性(妊娠剧吐患者由于呕吐不能进食#以

致体内脂肪降解代谢明显增多#酮体生成增多#一旦超过肾阈

值#就会产生酮尿)

G

*

(尿酮体检测有助于发现妊娠妇女的异常

酮体代谢#使临床医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酮体对胎儿生

长发育的影响)

H

*

(而且根据尿酮相关研究显示尿液中酮体的

量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了体内电解质紊乱和酸碱平衡情况#

尿液中酮体达到
99

时#提示需要进行电解质等指标的检测并

实施对症治疗#避免病情进一步加重发生体液失衡'酸碱平衡

紊乱'

W*?+KO-*

脑病等)

8

*

(尿酮试纸的问世#使准妈妈们可以

在家自行检测尿酮水平#而且经济便捷#值得推广(据有关研

究显示妊娠早期合并妊娠剧吐会影响到孕晚期母婴结局#尤其

增加了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低体质量儿及低于孕龄儿的分娩

率#给母婴健康带来不利的影响#给社会家庭造成经济负担)

C

*

(

因此通过对准妈妈们普及妊娠剧吐症的知识和告知配合使用

尿酮试纸检测尿酮的方法#让发生妊娠剧吐症的准妈妈们尽早

就诊#避免了因知识缺乏导致治疗延迟而使病情加重#增加治

疗的疗程#因此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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