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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妊娠中期唐氏筛查在高龄孕妇产前诊断中的效果评价。方法：选择从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12 月收治的 100 例妊娠中期

孕妇为对象，按照其年龄段划分为研究组（≥35 岁，50 例）与研究组（＜35 岁，50 例）；两组均接受唐氏筛查，并作比较分析。结果：研

究组的唐氏筛查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的唐氏儿发生率、胎死宫内发生率、染色体核型异常发生

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提示，实施唐氏筛查方法可以有助于高龄孕妇唐氏综合征的发生风险评估，

以有效预防、有效降低不良妊娠结局，有重要作用价值。 
关键词：妊娠中期；唐氏筛查；高龄；孕妇；产前诊断；效果评价； 

 

唐氏综合征为临床常见遗传疾病类型，主要因为染色体数量异

常而致。在活产儿中，唐氏综合征发病率约为 0.13%~0.17%[1]。临

床目前针对唐氏综合征尚无有效治疗干预方法，并且度患者家庭、

社会均带来沉重负担。随着人们近几年来越来越提高优生优育意

识，大多数孕妇通过实施产前筛查以预测孕期胎儿出生缺陷发生

率，从而有助于提高出生质量[2]。而作为高龄孕妇唐氏筛查重要内

容的产前筛查检测方法，临床需加强重视。本次研究工作旨在探讨

妊娠中期唐氏筛查在高龄孕妇产前诊断中的效果评价。现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从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12 月收治的 100 例妊娠中期孕

妇为对象，按照其年龄段划分为研究组（≥35 岁，50 例）与研究

组（＜35 岁，50 例）。研究组：年龄 22 岁~36 岁，平均年龄为（27.45

±3.50）岁；孕周：15~27 周，平均孕周为（22.05±1.05）周。对

照组：年龄 21 岁~35 岁，平均年龄为（26.85±3.65）岁；孕周：15~27

周，平均孕周为（21.85±1.15）周。两组的一般资料对比无显著差

异性（P＞0.05）。 

1.2 方法 

两组对象均接受唐氏筛查，具体实施如下：首先抽取孕妇 3ml

肘静脉血，进行常规离心处理（转速为 3000r/min），持续离心 5min，

分离血清，并放于-20℃环境中作保存，并且在 7 日内完成检测。

运用分辨免疫荧光法进行检测血清甲胎蛋白水平、β绒毛促性腺激

素水平，同时，结合孕妇孕周、年龄、体质量、异常妊娠史等相关

资料进行综合评价，以评价其唐氏综合征风险值（截断值为 1∶

270）。 

1.3 观察指标 

比较分析两组的唐氏筛查结果，以及孕妇妊娠结局（包括唐氏

儿、胎死宫内、染色体核型异常）。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n（%）]代表计

数资料，以c2 检验；以 P<0.05 形式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的唐氏筛查结果比较 

研究组中，唐氏筛查阳性 17 例（占比率为 34.00%，17/50），

唐氏筛查阴性 33 例（占比率为 66.00%，33/50），唐氏筛查阳性率

为 34.00%（17/50）；对照组中，唐氏筛查阳性 6 例（占比率为 12.00%，

6/50），唐氏筛查阴性 44 例（占比率为 88.00%，44/50），唐氏筛查

阳性率为 12.00%（6/50）；组间比较，研究组的唐氏筛查阳性率明

显更高，c2 值=6.8323，P 值=0.0090。 

2.2 两组的孕妇妊娠结局比较 

研究组中，唐氏儿 7 例（占比率为 14.00%，7/50），胎死宫内

4 例（占比率为 8.00%，4/50），染色体核型异常 8 例（占比率为

16.00%，8/50），对照组中，唐氏儿 1 例（占比率为 2.00%，1/50），

胎死宫内 0 例（占比率为 0.00%，0/50），染色体核型异常 1 例（占

比率为 2.00%，1/50），组间比较，研究组的唐氏儿发生率明显更高，

c2 值=4.8913，P 值=0.0270。研究组的胎死宫内发生率明显更高，

c2 值=4.1667，P 值=0.0412；研究组的染色体核型异常发生率明显更

高，c2 值=5.9829，P 值=0.0144。 

3 讨论 

35 岁后孕产妇的各项机体功能开始逐步降低，而胎儿出生缺陷

占比率也表现为随之升高趋势。作为临床常见染色体疾病类型的唐

氏综合征，不但容易致使腹中胎儿智力低下，更容易诱发自身免疫

缺陷、心脏畸形、细胞早衰等异常，导致胎儿出生质量显著降低，

更造成沉重的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3]。 

唐氏筛查检测方法可以尽早发现合并先天性缺陷胎儿高风险

孕妇，而且对于孕妇影响性、胎儿影响性均较小。唐氏筛查检测方

法具有较多优势，如方便简单、经济、创伤性小等，因而被广泛运

用于临床诊断中[4]。从研究结果数据可知，研究组的唐氏筛查阳性

率为 34.00%，唐氏儿发生率为 14.00%，胎死宫内发生率为 8.00%，

染色体核型异常发生率为 16.00%，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充分表明，妊娠结局的重要影响危险因素的高龄，临床需加强重视
[5]。 

综上所述，临床结合高龄妊娠中期孕妇特点，在产前诊断过程

中，实施唐氏筛查方法，可以有利于综合评估唐氏综合征发生风险

性，从而起到有效预防或降低相关不良妊娠结局，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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