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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产妇孕前体质指数!]bY$及孕期体重增长对新生儿体重的影响% 方法$ " "U' 例足月)单

胎健康产妇"根据Y[b指南对孕前]bY及体重增长情况进行分组"分析孕前 ]bY)体重增长情况及与新生儿体

重的关系% 结果$ " "U' 名产妇中"孕前体重正常 5#' 例"消瘦 #U! 例"超重及肥胖 6! 例"$#%5d孕妇孕期体重增

长过多"孕前消瘦及孕期体重增长不足产妇产下的低体重儿比例较高!"( 例及 "# 例$"孕前超重及肥胖)孕期体

重增长过多产妇产下的巨大儿较多!"" 例及 $5 例$% 结论$ 孕前及孕期体重增长情况对新生儿体重有影响"控

制孕前]bY和孕期体重增长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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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H2 S:J3 ]bYRHKFMHDMHE=I=,L" ,F=JMFGG:=E]bYRHKFMHDMHE=I=,LI=2 SH:E3JEI:= 2<M:=EDMHE=I=,L

,I= 2H,MHINHJ3HMIJHFKIR=FMOIG=HF=IJIGSH:E3JHKKH,J:PHGL%

&;*< =#2(3' DMHE=I=J# RF2LOINN:=2HA# SH:E3JEI:=# =HF=IJIGSH:E3J# HOI,:IJ:F=

&&孕期体重监测及合理控制孕期体重增长是孕

期保健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有效减少妊娠并发症

发生及降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的重要手段% 随

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孕期体重增长对妊

娠结局的影响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美国医学

会!Y=NJ:J<JHFKbH2:,:=H" Y[b$#''4 年最新修订的

孕期增重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出"既往单一

的体重增加量已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况% 因此有必

要根据不同的孕前体质指数 ! RF2LOINN:=2HA"

]bY$水平来判断体重增长的合理范围% 但国内以

指南为标准的研究不多"本地区从未开展过相关研

究&" (̀'

% 为此"本研究采用指南!#''4$推荐标准"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收集 #'"" 年 U c"# 月住院分

娩产妇及新生儿体重相关资料"分析孕妇孕前]bY

及孕期体重增长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现报告如下%

>?对象与方法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收集 #'"" 年 U c"# 月

在贵阳市 $ 所三甲医院住院分娩的" ($6名孕妇产

检及新生儿体重资料%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单胎)

孕足月!孕 $5 c(# 周$"孕前身体健康"无内分泌)

高血压)肺结核等病史#排除标准为双胎或多胎妊

娠者"有精神能力障碍或理解能力障碍者"早产或

过期妊娠孕妇"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共有

" "U'名对象符合标准%

>%@?方法

通过询问和查阅产检记录的方式收集相关资

料#包括产妇年龄)产检情况!身高)孕前体重)临

产前体重$)新生儿体重! p# !'' E为低体重儿)

# !'' c( ''' E为正常) q(''' E为巨大儿$%

>%K?分组观察指标

利用孕妇身高及孕前体重计算孕前]bY"根据

Y[b指南!#''4$对孕前]bY及孕期体重增长情况

进行划分"增长值低于推荐值为增长不足"增长值

在推荐范围内为增长合理"增长值超过推荐值为增

长过多&#"('

% 按照表 " 对 " "U' 名孕妇进行分组"

并观察各组孕妇体重增长情况及 ]bY与新生儿体

重的关系%

表 "&#''4 年 Y[b妊娠妇女孕期体重指南

.IR%"&Y[bRF2LSH:E3JE<:2HKFM

DMHE=I=JSFOH= $#''4%

组别
]bY!aEWO

#

$

推荐体重增长!aE$

消瘦 p"5%! "#%! c"5%'

正常体重 "5%! c#(%4 ""%! c"U%'

超重 #!%' c#4%4 6%' c""%!

肥胖
'

$'%' !%' c4%'

>%L?统计分析

采用 B0BB "$%' 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

资料的分析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的分析采用

!

# 检验% Dp'%'!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孕妇的基本情况

" "U' 孕妇中"孕前 ]bY为消瘦者占 ##%5d"

正常者占6'%6d"超重及肥胖者占 U%!d% 各组孕

妇孕前]bY)平均年龄)孕期体重增长不同"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Dp'%'"$"见表 #%

表 #&不同组别孕妇基本情况$ PZ(%

.IR%#&eH=HMIG,F=2:J:F=NFKDMHE=I=JSFOH= := 2:KKHMH=JEMF<DN

组别 , 孕前]bY!aEWO

#

$

年龄!岁$ 孕周!周$ 孕期体重增长!aE$

消瘦 #U! "6%#5 u'%4' #6%'! u(%(" $4%$U u"%"# "U%"U u!%#6

正常 5#' #"%'" u"%U! #5%#U u(%U" $4%!U u"%'U "(%(U u!%"'

超重及肥胖
6!

!"$

#6%$$ u#%(6 $'%#' u(%U( $4%!$ u"%#$ "#%UU u!%46

K

"!%$5#

!#$

"!%$"$ "%##( "6%'5(

D p'%'" p'%'" '%$!$ p'%'"

!"$为肥胖组仅有 6 人"不利于统计分析"故与超重组合并#

!#$为基于方差不齐的近似方差分析!7HG,3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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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前]bY与孕期体重增长情况

有 $#%5d的孕妇孕期体重增长过多% 不同组

别孕妇孕期体重增长不同"孕期 ]bY水平为消瘦

和正常的孕妇孕期体重增长合理者较多"而孕前为

超重及肥胖的孕妇孕期体重增长过多者较多"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r#"%'46"Dp'%'"$"见表 $%

@%K?孕前]bY及孕期体重增长与新生儿体重

孕前消瘦和孕期体重增长不足产妇产下低体

重儿的比例较高"而孕前超重及肥胖和孕期体重增

长过多的产妇产下巨大儿的比例较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Dp'%'"$"见表 (%

表 $&不同孕前]bY孕妇孕期体重增长情况

.IR%$&7H:E3JEI:= 2<M:=EDMHE=I=,LFKDMHE=I=JSFOH= S:J3 2:KKHMH=J]bYRHKFMHDMHE=I=,L

组别&&&

孕期体重增长情况

增长不足!,"d$ 增长合理!,"d$ 增长过多!,"d$

!

#

D

消瘦&&& U4!#U%'$ "'#!$5%!$ 4(!$!%!$

正常&&& #$5!#4%'$ $$6!("%"$ #(!!#4%4$ #"%'46 p'%'"

超重及肥胖 ""!"(%6$ (U#!$'%6$ ("!!(%6$

表 (&孕前]bY及孕期体重增长与新生儿体重的关系

.IR%(&.3HMHGIJ:F=N3:D IOF=E]bYRHKFMHDMHE=I=,L! SH:E3JEI:= 2<M:=EDMHE=I=,LI=2 =HF=IJIGSH:E3J

!"$为趋势
!

# 检验结果

K?讨论

本研究分娩的 " "U' 名产妇中"孕前超重及肥

胖者占 U%!d"低于其他研究报道的孕期超重率"

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本研究采用的 ]bY标准为

7>[的国际标准"而非国内标准% 此外"即使采用

国内]bY标准对孕妇孕前体质进行划分"研究对

象的超重及肥胖率也不高"为""%!d!"$$W" "U'$"

这与本地区人群肥胖率较低有关&$ Ù'

%

本研究有 $#%5d的产妇孕期体重增长过多"

这个数据低于一些采用同一标准的研究&('

% 孕前

超重)肥胖和消瘦的孕妇孕期体重增长过多者较

多"但成因可能不同% +" 个人吃饭变成 # 个人吃

饭,的传统指导思想对超重及肥胖孕妇的体重会

产生不良影响"孕妇体重增长过多主要是由于对体

重增长量缺乏正确认识与合理管理% 以 Y[b指南

为标准"孕前消瘦者"孕期所需增加体重最多"但并

非越多越好% 孕前消瘦的孕妇可能有怀孕后想弥

补孕前不足的心态"使得部分孕前消瘦的孕妇孕期

体重增长过多% 由此可见"对于孕前不同 ]bY水

平的孕妇应按不同的体重增长目标进行分类指导"

以降低妊娠期并发症及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的风

险&$"U'

%

妊娠期孕妇生理状态发生明显的改变"胎儿生

长发育所需营养完全由母体提供"随着城市物质生

活水平的提高"孕妇孕前体重超标以及孕期体重增

长过多可导致胎儿体重增加"巨大儿发生率增加"

但孕妇孕前体重偏轻或孕期营养和热量摄入不足

可导致体重增长不足)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早产等"

所以无论孕前体重超标或不足"还是孕期体重增长

过多或不足的孕妇均不能忽视对孕期体重的管理%

关于胎儿起源学说的研究还发现"妊娠期营养不足

或过剩会导致低出生体重儿和巨大儿的出现"这些

体重不正常的婴儿患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高血压)

糖尿病)心脏病$的风险增加&6'

#)F2M:E<HQ等&5'研

究也发现"婴儿行为异常与其母亲在孕期体重增长

过多有关% 本研究发现"无论孕妇是孕前 ]bY超

标还是孕期体重增长过多"分娩的新生儿为巨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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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作相关分析得出"病例前往医院就诊次数越多"

粪便标本采集合格率降低越明显% 当就诊次数
'

$

次时"不合格率达到 !#%(d% 因此"要进一步强化

对基层监测人员尤其是基层临床医师的培训"提高

+X0病例的诊断与鉴别诊断能力"减少病例的就诊

次数"从而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采便等措施"以

不断提高+X0病例监测的敏感性和及时性"使全

省继续保持高质量的+X0病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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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均远高于其他产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

此同时"孕期 ]bY为消瘦和孕期体重增长不足的

孕妇"其分娩低体重儿的比例高于其他产妇#这些

结果 与 其 他 采 用 不 同 标 准 的 研 究 结 果 相

同&$"U"4 "̀''

% 因此"关注孕妇体重增长过多的同时"

也应关注体重增长不足的孕妇% 指导育龄妇女科

学备孕"合理控制孕前]bY及孕期体重的增长"将

有助于降低新生儿体重异常的几率"从而提高全民

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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