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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清蛋白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相关性%

方法
!

选择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D

年
!

月至
"%!C

年
A

月进行产前检测及分娩的

"C%

例孕妇!其中
"!$

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组!

''

例正常妊娠者作为对照组!分别检测孕妇的糖化血

红蛋白&糖化血清蛋白水平!并观察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分析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清蛋白水平与新生儿体质量

的相关性%结果
!

研究组的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清蛋白及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均高于对照组"

!

#

%#%A

$#新生

儿出生体质量与糖化血红蛋白呈正相关"

!

#

%#%A

$!但与糖化血清蛋白无相关性"

!

%

%#%A

$#糖化血红蛋白
'

A#"Fa

时!巨大儿发生率为
D#F"a

!明显低于糖化血红蛋白
%

A#"Fa

的巨大儿发生率"

!

#

%#%A

$%结论
!

糖化

血红蛋白在妊娠期糖尿病中具有重要意义!并与新生儿体质量呈正相关!可作为早期评估巨大儿的主要指标之

一!具有推广及应用的价值%

关键词"新生儿#

!

妊娠期糖尿病#

!

出生体质量#

!

糖化血清蛋白#

!

糖化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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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属于妊娠期常见并发症之一#主要

是指孕妇在妊娠期出现不同程度的糖代谢异常#患者

通常没有明显的多饮)多尿)多食现象#但伴有外阴瘙

痒)胎儿过大及羊水过多等表现#若未尽早发现并及

时采取有效治疗#随着疾病进展#可能出现难产)新生

儿窒息或者巨大儿等现象#直接影响妊娠结局#威胁

母婴安全'

!>"

(

+由于妊娠期糖尿病症状并无明显特征

性#极易被忽视#血糖检测或者葡萄糖耐量试验虽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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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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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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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诊断价值#但前者误诊)漏诊率较高#后者需

要多次采血#检查过程较为复杂#不利于临床推广使

用'

&>$

(

+有研究显示#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清蛋白诊

断价值更高#结果具有一定稳定性#能够提示胎儿在

母体中的生长情况#同时可评估出生后健康状况'

A

(

+

但临床上关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与糖化血红蛋白)糖

化血清蛋白的相关报道较少#笔者对此展开研究#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国际

和平妇幼保健院
"%!D

年
!

月至
"%!C

年
A

月进行产前

检测及分娩的
"C%

例孕妇#其中将
"!$

例妊娠期糖尿

病患者作为研究组#另选择同期
''

例健康妊娠者作

为对照组+研究对象不符合以下任意
!

项#则判断为

妊娠期糖尿病!$

!

&经检查
"M

血糖低于
C#A..98

"

T

%

$

"

&孕
"$

"

"C

周时空腹血糖低于
A#!..98

"

T

%$

&

&经

过葡萄糖耐量试验#

!M

血糖低于
!%#%!..98

"

T

+纳

入标准'

'

(

!$

!

&符合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

"

&患者

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自愿加入本研究中%$

&

&

均经过
*

超检查为单胎%$

$

&资料齐全#意识清晰#能

够配合研究者+排除标准'

D

(

!$

!

&孕前合并糖代谢异

常)肝肾疾病者%$

"

&合并恶性肿瘤)器官功能异常)心

血管疾病或者严重并发症者%$

&

&合并精神类疾病或

者沟 通 障 碍 者+研 究 组 年 龄
"%

"

&D

岁#平 均

$

"'#$!B!#%&

&岁%孕周
"F

"

&D

周#平均$

&&#%AB

!#%'

&周%孕次
!

"

$

次#平均$

"#%!B%#&A

&次%初产妇

!"D

例#经产妇
CD

例%体质量指数
"%

"

"AR

0

"

.

"

#平

均$

""#$FB%#CD

&

R

0

"

.

"

+对照组年龄
"!

"

&D

岁#平

均$

"D#%!B!#!$

&岁%孕周
"F

"

&C

周#平均$

&&#DAB

!#!!

&周%孕次
!

"

$

次#平均$

"#"&B%#"C

&次%初产妇

$&

例#经产妇
"&

例%体质量指数
"%

"

"AR

0

"

.

"

#平均

$

"&#%"B%#D!

&

R

0

"

.

"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A

&#具有可比性+

$#/

!

仪器与试剂
!

G̀ Ẁ / /T,>D"&XC

型全自动

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日本
G̀ Ẁ /

股份

有限公司&#

/;G+,/;D!C%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

套试剂$日本日立公司&+

$#'

!

方法
!

收集所有孕妇空腹静脉血
$.T

#

&%%%

5

"

.H6

离心操作#时间
!A .H6

+取上层血清#置于

ZC%[

下保存待检+选择全自动糖化血红蛋白分析

仪及配套试剂#按照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糖化血红蛋

白+另收集所有孕妇乙二胺四乙酸$

1YG+

&抗凝全血

".T

#

&%%%5

"

.H6

离心后#选择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器

及配套试剂#按照酶法检测糖化血清蛋白水平+比较

两组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清蛋白及新生儿出生体质

量#并分析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与糖化血红蛋白)糖化

血清蛋白的相关性+根据相关标准'

A

(

#以糖化血红蛋

白
A#"Fa

为临界值#比较糖化血红蛋白
'

A#"Fa

与糖

化血红蛋白
%

A#"Fa

的孕妇其巨大儿发生率+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WW!C#%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LBE

#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采

用
?3@5-96

相关分析指标间的相关性+以
!

#

%#%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清蛋白及新生儿出

生体质量的比较
!

研究组的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清

蛋白及新生儿出生体质量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A

&+见表
!

+

表
!

!!

两组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清蛋白及新生儿出生

!!!

体质量的比较#

LBE

$

组别
(

糖化血红蛋白$

a

& 糖化血清蛋白$

a

&新生儿出生体质量$

0

&

研究组
"!$ D#&'B"#&A !"#'DB$#"" &"'D#"CB!'#$$

对照组
'' A#%!B!#A' !!#A%B&#'C "'&%#"AB!"#%&

> D#'!C "#%"D "F!#$F!

! %#%%% %#%$$ %#%%%

/#/

!

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与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清

蛋白的相关性分析
!

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与糖化血红

蛋白呈正相关$

!

#

%#%A

&#但与糖化血清蛋白无相关

性$

!

%

%#%A

&+见表
"

+

表
"

!!

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与糖化血红蛋白&糖化

!!!

血清蛋白的相关性

指标
新生儿出生体质量

= !

糖化血红蛋白
%#"%D %#%%%

糖化血清蛋白
%#%$C %#"!'

/#'

!

研究组不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巨大儿发生

率
!

糖化血红蛋白
'

A#"Fa

时#巨大儿发生率为

D#F"a

#明显低于糖化血红蛋白
%

A#"Fa

的巨大儿发

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表
&

!!

研究组不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巨大儿

!!!

发生率比较'

(

#

a

$(

糖化血红蛋白
(

巨大儿 非巨大儿

'

A#"Fa !%! C

$

D#F"

&

F&

$

F"#%C

&

%

A#"Fa !!& "!

$

!C#AC

&

F"

$

C!#$"

&

!

"

$#F$&

! %#%"'

'

!

讨
!!

论

!!

近年来#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妊娠期糖尿

病患病率逐年升高#并且趋年轻化#属于高危妊娠#直

接影响妊娠结局#成为胎儿围生期死亡的主要因素#

应给予重视+一旦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出现糖代谢异

常现象#机体血糖明显升高#并对胎盘造成刺激#导致

胎儿机体的胰岛素分泌增多#从而增加胎儿高胰岛素

*

&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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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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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症发生的风险性#使其体质量增加#最终形成巨大

儿+因此#选择有效指标评估妊娠期糖尿病在保障孕

妇身心健康及胎儿安全中具有重要意义'

C>F

(

+

临床上认为血糖监测指标能够成为筛查巨大儿

的有效指标#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清蛋白属于临床

上较为常见且稳定的血糖监测指标+其中#糖化血红

蛋白是机体血液中红细胞内血红蛋白与血糖结合的

产物#由于血糖与血红蛋白结合后产生糖化血红蛋白

的过程属于不可逆反应#并与机体血糖水平呈正相

关#因此糖化血红蛋白检查可反映出患者
!"%N

的血

糖情况'

!%>!!

(

+而糖化血清蛋白与糖化血红蛋白较为

相似#由于血清蛋白合成较血红蛋白速度快#因此糖

化血清蛋白的水平主要反映患者近
!

"

&

周的血糖情

况#在反映控制血糖效果上较血红蛋白更早#临床上

通常将其与糖化血红蛋白联合使用'

!">!&

(

+本研究结

果显示#研究组的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清蛋白及新

生儿出生体质量均高于对照组$

!

#

%#%A

&%新生儿出

生体质量与糖化血红蛋白呈正相关$

!

#

%#%A

&#但与

糖化血清蛋白无相关性$

!

%

%#%A

&%糖化血红蛋白
'

A#"Fa

时#巨大儿发生率为
D#F"a

#明显低于糖化血

红蛋白
%

A#"Fa

的巨大儿发生率$

!

#

%#%A

&#提示妊

娠期糖尿病孕妇的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清蛋白及新

生儿出生体质量均高于健康妊娠者#且糖化血红蛋白

水平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存在正相关性#随着其水平

升高#新生儿出生体质量随之增加+郑小冬等'

!$

(指

出#将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孕晚期检查

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结果发现其水平与新生儿出生体

质量具有密切相关性#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由于糖

化血红蛋白合成反应较为缓慢#加上反应不可逆#容

易受到标本溶血等因素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中#当

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升高时#巨大儿发生率随之增加+

这一结论与林春晓等'

!A

(研究结果相似#其研究中显示

高糖化血红蛋白组巨大儿)早产儿及新生儿低血糖发

生率较低糖化血红蛋白组高#因此糖化血红蛋白在评

估巨大儿中具有重要价值#可作为巨大儿筛查的主要

指标之一+但本研究中仍存在一定研究不足与局限

性#如样本选取例数较少)研究时间较短等+临床可

进一步增加研究对象例数#延长研究时间#从而提升

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的糖化血红蛋白)

糖化血清蛋白水平明显升高#其中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呈正相关+因此#糖化血红蛋白

可成为早期筛查巨大儿的主要指标#具有推广及应用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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