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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 探讨赤道几内亚胎膜早破患者预防感染临床应用抗菌药物情况及其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 方法 收集

赤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地区医院 的２ １ ２例胎膜早破患者的临床资料
，
分析预防感染使用抗菌药物种类 ， 并 比较其对母

婴临床结局的影响 。 结果 ２ １２例胎膜早破患者预防感染抗菌的药物使用率为 ８３ ． ９７％（ １ ７ ８／２ １ ２） ；
主要使用的抗生素类型

为青霉素有 １４９例 （８３
．７ １％

）
。 应用抗生素 患者 出现早产 、 新生儿感染 、 死亡等不 良妊娠结局显著低于不使用抗生素者

（尸＜０ ． ０ １ ） ， 但使用不同抗生素间的不良妊娠结局及新生儿体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０ ． ０５ ） 。 结论 青霉素类抗生素能有

效改善该地区胎膜早破患者临床结局 ， 但应关注其过敏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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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膜早破是指妊娠期间分娩前胎膜出现破裂 的

现象 ， 属于妊娠晚期常见并发症 ［

１
］

。 有流行病学调

查指 出 ， 我国胎膜未足月 的早破胎膜发生率约为

３％
，
是导致早产的主要原因之

一

， 早产发生率超过

３ ０％ ， 同时还可诱发新生儿感染 、 窘迫和窒息等严

重并发症［

２ －

３
］

。 大量的临床研究也表明 ， 生殖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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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诱发胎膜早破的重要因素之
一

，
因此在胎膜早破

发生后 ， 预防性应用抗生素被证明可以改善患者的

妊娠结局 。 赤道几内亚 （简称赤几 ）是世界最不发达国

家之一 ， 也是广东省医疗援助的主要对象国家 。 该

国医疗条件极其落后 ， 具有高生育率及高婴儿死亡

率的特点 ［

４
＿

５
］

。 由于孕妇卫生保健意识薄弱 ， 使得该

地区孕妇的胎膜早破发病呈显著高发态势 ， 其发病

率大约超过国 内 同类型疾病的 １ ５０％￣２００％ 。 因此 ，

分析该地区胎膜早破患者抗生素使用情况 ， 对促进

该地区抗生素的合理应用与援外医疗资源的合理配

置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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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和方法

１
．
１ 临床资料

收集 ２０ １４年８月至２０ １ ６年４月就诊于赤道几内亚

首都马拉博地区 医院妇产科诊断为胎膜早破的孕

妇 ， 年龄 １６
？

４０岁 ， 平均 （
２４ ． ３± ５ ．４

）岁 ， 孕周 ２８？４２

周
，
胎膜早破至分娩时间为 １ ８

￣

７２ ｈ 。 均为单胎 ， 子

宫发育良好 ， 于该院定期产检 。 无家族性遗传性病

史 ， 无放射性物质及其它致畸药物食物接触史 。 剔

除入院时患疟疾 、 伤寒 、 肝炎 、 梅毒 、 艾滋病等传

染性疾病患者 。

１ ．２ 方法

对孕妇的年龄 、 体质量 、 孕次 、 分娩周期 、 生

殖道感染情况 、 分娩方式 、 妊娠结局 、 新生儿体征

及并发症 、 抗菌药物治疗种类 、 剂量及疗程等临床

资料进行录人和统计分析 。

１ ． 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Ｐｒｉｓｍ６ ．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计数

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
以 尸＜０ ． 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２ 结果

２． １ 胎膜早破孕妇与抗菌 药物使用情况

预防感染使用抗菌药物患者约 占 总病例数 的

８４ ．０％
， 下生殖道感染率 、 不 良妊娠发生率和胎儿死

亡率明显低于不使用抗菌药物者（
Ｐ＜〇 ．

〇 ｌ
） ， 见表 １ 。

２ ．
２ 预防感 染抗菌药 物使用 率

赤几地 区使用 的抗生素主要为青霉素钠 、 氨苄

青霉素 、 头孢曲松钠和甲硝唑４种 。 其 中首选的抗生

素为青霉素类抗生素 ，
总使用率为 ８３ ．７％

（
１４９／ １７ ８

）
，

其中青霉素钠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抗生素 ， 占 ５３ ．４％ ，

见表２ 。

２． ３ 各抗菌 药物对不 良枉娠结局及新生儿的影响

青霉素类的不 良妊娠发生率为３ １ ．５％
（
４７八４９

） ，

不良新生儿为２８ ． ９％
（
４３／ １ ４９

） ；
头孢类的不 良妊娠发

生率为 ３３ ．３％
（
６／ １ ８

） ， 不良新生儿为２７ ．８％
（
５ ／ １ ８

） ，
两

者对胎膜早破孕妇的 临床结局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０ ．０５） 。 青霉素类与头孢类相 比 ， 其过敏反应有所

升高 ，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产＞０． ０５ ） ， 见表３ 。

３ 讨论

胎膜早破是常见的 围产期并发症 ，
也是引起胎

儿流产 、 早产 、 新生儿感染的重要因素 。 尽管其病

因与发病机制 尚未明确 ， 但有报道指出感染是引起

表 １ 胎膜早破孕妇使用抗菌药物临床资料比较 （
例 ）

孕妇资料
抗菌药物

Ｘ
２值ｍｎ

使用 不使用

年龄／岁

＜２０ ７８ ６６
１ ２ ０ ． ０５８０． ９７２

２０
？

３ ０ ９９ ８３ １ ６

＞３０？４０ ３ ５ ２９ ６

体质量／ｋｇ

＜４５ ４０ ３３ ７ ０．３ ５ ００． ８３ ９

４５？６５ １４０ １ １９ ２ １

＞６ ５ ３ ２ ２６ ６

下生殖道感染

有 ５６ ２５ ３ １ ８３ ．４５ ０＜０．０ １

无 １ ５ ６ １ ５ ３ ３

分娩方式

自然分娩 １ ７ ６ １ ４９ ２７ ０ ． １３ １０． ７ １７

剖宫产 ３６ ２９ ７

不良妊娠

有 ８０ ５３ ２ ７ ２７ ．８６０＜
０．０ １

无 １ ３２ １ ２５ ７

胎儿死亡

有 ６ ０ ６ ２６ ．２ ３０＜０ ． ０ １

无 ２０ ６ １ ７ ８ ２ ８

新生儿不 良结局

有 ７ ８ ４８ ３ ０ ４３ ．４８＜
０ ．０ １

无 １ ３４ １ ３０ ４

表２ 预防感染抗菌药物使用构成比

抗菌药物 ｎ 构成比／％

青霉素钠 ９５ ５３ ．４

氨苄青霉素 ５ ４ ３０ ．３ ４

头孢曲松钠 １ ８ １ ０ ． １ ４

甲硝唑 ８ ４ ．５

其它抗菌药物 ３ １ ．７

合计 １ ７８ １ ００ ．０

胎膜早破的主要原因之一 。 赤几医疗条件极其落

后 ， 各种传染病盛行 ， 孕妇卫生保健意识薄弱 ， 使

得该地区孕妇的胎膜早破发病呈显著高发态势 ， 这

也是该地区出现高生育率及高婴儿死亡率的主要原

因 。 因此 ， 对胎膜早破时间大于 １ ８ｈ患者采用预防

性使用抗生素对改善胎膜早破患者的预后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 。 本研究发现赤几地区对胎膜早破适应症

患者预防性使用抗生素为 ８４％
，
较国 内而言相对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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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抗菌药物对不 良妊娠结局及新生儿的影响效 ，
也符合当地的经济和医疗发展水平 。 尽管本组

围产期结局
抗菌药物

Ｘ
２

值
病例中 尚未发现因青霉素变态反应引起的休克或死

青霉素类 头孢类 其它类 亡案例 ， 但青霉素引起的过敏反应率较高 ， 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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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负压吸引术治疗臀部褥疮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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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要 ，

余继超
，
刘 冰峰 ，

范晓鹏（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东莞市厚街医院烧伤科 ， 广东

东莞５２３０００ ）

摘 要
： 目的 观察封闭 负压吸引 术治疗臀部褥疮的疗效。 方法 １００例臀部褥疮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

每组 ５０例 。 试验组采用封闭负压吸引术治疗 ， 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治疗 。 观察两组治疗后疼痛程度 、 并发症及疗效 。

结果 试验组治疗后３ 、 ７ 、 １ ４ ｄ 的ＶＡＳ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
Ｐ＜０ ．０ １ ） ， 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
Ｐ＜０ ．０５） ， 临床疗效优

于对照组
（
价＝

５ ． １９２
，Ｐ＜０ ．０５） 。 结论 封闭 负压吸引术治疗臀部褥疮疗效确切 ， 并发症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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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部褥疮创面是指臀部局部组织因长期受压发

生的持续性 、 缺氧性溃烂坏死 ，
主要发病群体为长

期卧床的人群 ， 发生后严重危害患者身心健康
ｗ

。

早期 ， 传统的换药方法是我国临床治疗臀部褥疮创

面的常用方法 ， 但仅适用于疾病分级 （美 国压疮协会

压疮分级标准 ）
为 ｎ级及以下的患者 ，

瓜级及以上分

期的患者往往难以获得确切疗效 ［

２ ＿

３
］

。 伴随着我国临

床对该褥疮创面治疗方法的深入研究 ，
封闭负压吸

引技术在褥疮创面的临床治疗中得到应用 ［

４
］

。 为明

确该技术在臀部褥疮创面临床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

收稿 日期 ： ２０ １ ７
－

０６
－

１ ５ ； 修订 日期 ： ２０ １ ７
－

０９
－

２０

作者简介 ： 邱加崇 （
１ ９８３

－

）
，
男

， 本科 ，
主治医师 。

我院选取２０ １５年７月至２０ １６年９月 收治的 １ ００例臀部褥

疮创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开展课题研究 ， 现报道如

下 。

１ 资料和方法

１ ． １ 病例与 分组

选择我 院 ２０ １ ５年 ７月 至 ２０ １ ６年 ９月 期间收 治 的

１ ００例臀部褥疮创面患者 。 纳人标准 ： （
１
）明确诊断为

臀部创面褥疮
； （

２
）年龄 矣 ８ ０周岁

； （３）心 、 脑 、 肾等

重要脏器功能无明显异常
； （

４
）
同意参与本次研究 ，

患者本人或家属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 。 排除标准 ：

（

１
）文盲 ， 在他人的指导下不能完成相关量表的填

写 ； （
２
）
合并其他严重器质性疾病 ； （

３
）存在认知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