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Medical Frontier  世界医学前沿 (2)2020.4

30

临 床 研 究

妊娠晚期羊水过少对产妇分娩方式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刘　杰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第一医院　吉林　通榆　137200）

【摘　要】目的：分析妊娠晚期羊水过少对产妇分娩方式及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选择 2019 年 -2020 年期间我科室接收
的妊娠晚期羊水过少产妇 92 例，作为观察组；并选取同期在我科室分娩的健康产妇 92 例，作为对照组。统计对比两组产妇的分
娩方式及产妇的过期妊娠率、产后出血率、羊水胎粪 II-III 度污染发生率，新生儿的胎儿窘迫、吸入性肺炎、新生儿窒息等发生
率。以此分析妊娠晚期羊水过少对产妇分娩方式及妊娠结局的影响。结果：观察组产妇的阴道分娩率（38.46%），显著低于对照
组（80.43%），P<0.05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产妇的过期妊娠率、产后出血率、羊水胎粪 II-III 度污染发生率，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新生儿的胎儿窘迫、吸入性肺炎、新生儿窒息等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妊娠晚期羊水过少会增加产妇的剖宫产风险及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是影响围生期母婴安
全的一个危险因素，因此，产妇需定期产检，及时发现羊水过少，并尽早配合临床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方可确保母婴安全，改
善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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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水过少是妊娠晚期产妇常见的一种合并症，指的是妊娠

28 周以上的产妇，其羊水量低于 300ml[1]。妊娠晚期羊水过少

是影响母婴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对胎儿的影响较大，

一旦临床处理不当有引起围生儿死亡的风险 [2]。因此，积极地

分析妊娠晚期羊水过少对产妇分娩方式和妊娠结局的影响，对

于临床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围生期干预手段，提高妊娠晚期羊水

过少产妇的临床干预水平，改善产妇妊娠结局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 [3]。本文以下就对妊娠晚期羊水过少对产妇分娩方式及妊

娠结局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2020 年期间我科室接收的妊娠晚期羊水过少

产妇 92 例，作为观察组；并选取同期在我科室分娩的健康产妇

92 例，作为对照组。观察组 92 例产妇，年龄 23-39 岁，平均

年龄（27.32±3.64）岁，孕周37-42周，平均孕周（39.48±1.26）

周；包括初产妇 69 例，经产妇 23 例。对照组 92 例产妇，年龄

21-38 岁，平均年龄（28.04±3.53）岁，孕周 37-41 周，平均

孕周（39.27±1.33）周；包括初产妇 67 例，经产妇 25 例。两

组产妇的一般资料，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样本可比性良好。

1.2 临床方法

两组产妇均在我科室进行产检并分娩，统计对比两组产妇

的分娩方式及产妇的过期妊娠率、产后出血率、羊水胎粪 II-

III 度污染发生率，新生儿的胎儿窘迫、吸入性肺炎、新生儿

窒息等发生率 [4]。以此分析妊娠晚期羊水过少对产妇分娩方式

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21.0 软件分析研究数据，计量数据为（ sx ± ），

计数数据为（%），分别行 t 检验和 X2 检验，P<0.05 组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的分娩方式比较

观察组产妇的阴道分娩率（38.46%），显著低于对照组

（80.43%），P<0.05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如下表 1：

表 1两组产妇的分娩方式比较

组别 阴道分娩 剖宫产
观察组（n=92） 35（38.46） 57（61.96）
对照组（n=92） 74（80.43） 18（19.57）

X2 5.0843
P <0.05

2.2 两组产妇的妊娠结局比较

观察组产妇的过期妊娠率、产后出血率、羊水胎粪 II-III

度污染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观察组新生儿的胎儿窘迫、吸入性肺炎、新生儿窒息等

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如下表 2：

3 讨论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到，观察组产妇的剖宫产率达到

了 61.9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19.57%，P<0.05，这一结果表

明，妊娠晚期羊水过少会明显增加产妇的剖宫产风险。同时可

以看到，观察组产妇的过期妊娠率、产后出血率、羊水胎粪

II-III 度污染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新生儿的胎儿窘

迫、吸入性肺炎、新生儿窒息等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这一结果表明，妊娠晚期羊水过少会对产妇的妊娠结

局产生不利影响，显著增加产妇和新生儿围生期的并发症风险。

因此，产妇需定期进行 B 超检查，明确羊水量，并监测胎心，

一旦出现羊水过少的情况，则需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干预，

以确保母婴安全 [5]。

 综上所述，妊娠晚期羊水过少会增加产妇的剖宫产风险及

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是影响围生期母婴安全的一个危险因素，

因此，产妇需定期产检，及时发现羊水过少，并尽早配合临床

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方可确保母婴安全，改善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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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两组产妇的妊娠结局比较

组别 产妇 新生儿
过期妊娠 产后出血 羊水胎粪 II-III 度污染 胎儿窘迫 吸入性肺炎 新生儿窒息

观察组（n=92） 6（6.52） 16（17.39） 10（10.87） 9（9.78） 11（11.96） 10（10.87）
对照组（n=92） 0 4（4.35） 1（1.09） 0 2（2.17） 1（1.09）

X2 4.2536 5.4078 5.0124 6.4846 4.1082 5.0124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