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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产后出血量超过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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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产妇不同止血方式出血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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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血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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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危重产妇!其临床特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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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明显高于普通生育人群中
E'Ea

)

#

*

(#

!

$既

往人工流产和#或$引产比例高"孕次
&

次及以上
!?

例#

?Ea

$!但产次
&

次及以上仅
&

例#

$a

$(#

&

$试管

婴儿
E

例#

#$a

$(双胎
@

例#

#Ea

$!普通人群仅为

#a

#

!a

)

!

*

%

研究证实高龄产妇产后出血的发生率为
Ea

#

#/a

!非高龄产妇小于
!a

)

&

*

(而本组产后出血大于

!""")H

的危重产妇中!高龄产妇高达
&$a

!说明高

龄产妇产后大出血的风险显著增高%妊娠期糖尿病'

高血压'流产病史'宫缩乏力和前置胎盘是高龄产妇

发生产后出血的危险因素)

?

*

!因此伴有妊娠合并症的

高危'高龄产妇需要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估和产前准

备%随着人工流产'引产次数增加!前置胎盘及胎盘

粘连'植入发生率明显升高)

/

*

%

M9<*

等)

$

*发现既往

多次流产和#或$分娩史增加胎盘植入的发生率%本

组危重产妇人工流产和#或$引产比例高!孕次
&

次以

上的产妇高达
?Ea

!也反映出产后大出血的高危因

素%近年普通人群的双胎妊娠率为
#a

#

!a

)

!

*

!但

试管婴儿有
!&a

#

!/a

妊娠为多胎妊娠!而这其中

的
E"a

为双胎妊娠)

F

*

%双胎妊娠属于高危妊娠!因

此本组危重产妇中试管婴儿和双胎妊娠比例均较高!

也提示产后大出血的危险因素%本组产妇中伴发肿

瘤
/

例#

#"a

$!其中子宫肌瘤
&

例!因肌瘤影响子宫

切口缝合和子宫收缩止血!同期行子宫肌瘤切除术(

阴道恶性肿瘤
#

例!盆腔恶性肿瘤
#

例!均因肿瘤破

裂出血提前剖宫产终止妊娠%

产后出血的发病机制分为子宫收缩乏力'胎盘

因素'软产道损伤与凝血功能异常%临床治疗根据

分娩方式和发病机制的不同!初始处理包括按摩子

宫'宫缩剂'清除宫腔残留组织'缝合软产道裂伤和

液体复苏治疗等%如果以上治疗失败!持续出血则

需要进一步外科治疗%本组资料中!单独采用缝合

压迫止血#

G%H

X

35=

缝合'

U*

X

)*3

缝合术'局部压

迫缝合等$或
G*L8+

球囊填塞术!成功止血率为
$a

和
#!a

(而子宫动脉结扎
K

缝合压迫止血和#或$

G*L8+

球囊填塞成功止血率为
?Ea

和
!!a

!反映了

危重产妇由于各类妊娠并发症#前置胎盘'瘢痕子

宫'子宫畸形'羊水栓塞等$造成产后大出血!单纯

缝合止血效果不佳%本组单纯缝合止血成功仅
&

例

#

$'"a

$!均不伴有胎盘因素!其中
!

例自然分娩!均

为软产道裂伤(

#

例子宫下段剖宫产!

G%H

X

35=

缝

合
KU*

X

)*3

缝合术成功止血!可能由于病例数较

少!平均出血量与其他各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G*L8+

球囊放置简便!通过压迫子宫内膜静

脉止血!同时扩张宫腔刺激子宫肌层!反射性引起

子宫收缩!起到止血的作用)

E

*

%

G*L8+

球囊适应证

较广泛!

V873Z*,,

等报道
G*L8+

球囊治疗产后出血

的成功率达到
F&a

#

EFa

)

@%#"

*

!但本组危重产妇单

用
G*L8+

球囊填塞!成功止血仅
$

例#

#!a

$!其中
?

例自然分娩因宫缩乏力!

!

例剖宫产均伴有子宫肌

瘤宫缩乏力%因此在单纯宫缩乏力产妇中!无论是

自然分娩或剖宫产!早期使用
G*L8+

球囊!能快速有

效控制产后出血%胎盘因素#

/Ea

$仍是本组危重

产妇出血的主要原因!包括前置胎盘'胎盘粘连'胎

盘植入等!均造成宫缩乏力难以纠正!出血量大'速

度快!需要采用子宫动脉结扎
K

缝合压迫止血和

#或$

G*L8+

球囊填塞联合止血%但本研究发现!单

一手术方式成功止血组的出血量与联合手术方式

止血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根据产后出

血的不同原因!合理采用单一或联合止血措施!均

确实有效%因此我们建议"对于胎盘因素造成产后

出血的危重产妇!积极实施联合止血方案!有助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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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控制胎盘剥离面出血!减少出血量!降低了子

宫切除率%各种治疗方法无效或难以控制的产后

出血#如羊水栓塞$是子宫切除的指征!本组资料中

行全子宫切除
F

例#

#?a

$!无死亡病例%其中
?

例

合并边缘性前置胎盘'胎盘植入或粘连!均先采用

子宫动脉结扎
K

缝合压迫止血和#或$

G*L8+

球囊填

塞联合止血效果不佳!后选择全子宫切除(

&

例分娩

过程中诊断羊水栓塞!急诊行全子宫切除术%

F

例

产妇平均出血#

?#&F'#R!?"@'"

$

)H

(其中!最严

重的
#

例因胎盘植入出血量多达
#&$E")H

%除了

单用缝合组外!全子宫切除组平均出血量与其他各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胎盘植入

和羊水栓塞是致命性产后出血的重要原因!子宫切

除率高!严重者造成产妇死亡)

##

*

!子宫切除术是产

科医生积极处理产后紧急'严重并发症'降低母婴

死亡率的有效措施之一!但是需严格掌握该手术的

指征!保证产科质量%

综上所述!对于产后出血大于
!""")H

的危重

产妇!病情危急!并发症及子宫切除比例高!应进行

完善的术前评估和准备%对于高龄'多次流产和

#或$引产'试管婴儿或双胎'妊娠期合并症等高危

产妇!如因胎盘因素产后大出血!需联合运用缝合

压迫止血'

G*L8+

球囊宫腔填塞'子宫动脉结扎术才

能有效治疗凶险性产后出血!降低子宫切除的风

险%当高危产妇考虑羊水栓塞诊断或产后大出血

难以控制时!应果断行全子宫切除!挽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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