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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酸钙联合缩宫素对于预防产后出血的疗效观察 
李维娜 

(贵州省职工医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目的：分析预防产后出血中葡萄糖酸钙联合缩宫素的效果。方法：选取 2022 年 1 月~2024 年 1 月存在产后出血高危因素的产妇 10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葡萄糖酸钙联合缩宫素)和对照组(缩宫素)各 50 例，对比效果。结果：观察组凝血因子、氧化应激、炎症因子指标优于

对照组(P<0.05)；观察组产后出血量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葡萄糖酸钙与缩宫素联合可有效预防产后出血，改善凝血功能，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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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中，保护会阴不当、产妇用力不当、胎儿过大、急

产等均是导致产妇发生产后出血的重要诱因，而且近年来，在

多种因素作用下，剖宫产人数越来越多，特别是二胎政开放之

后，剖宫产手术显著增加，由其引发的产后出血率显著提高，

同时产后出血也是引起产妇产后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而且在

分娩总数中，产后出血的占比高达 3%[1]。所以，在早期应用安

全有效的止血措施对于其预后的改善、有效预防产后出血、抢

救成功率提升、保证高危出血产妇的生命安全方面存在十分重

要的作用[2]。本研究将 100 例伴随产后出血高危因素的产妇作为

研究对象，对其中 50 例患者采取葡萄糖酸钙+缩宫素治疗，具

体效果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22 年 1 月~2024 年 1 月，100 例存在产后出血高危因素

的产妇，随机分为观察组 50 例，年龄 25~36 岁，平均年龄(26.87

±4.26)岁；对照组 50 例，年龄 26~38 岁，平均年龄(27.76±3.15)

岁，两组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药物应用时间：对于平产者，在产前或产程中用药，而剖

宫产者为术前用药。 

对照组：缩宫素。10U 此药同 500ml 的生理盐水混合后静

脉注射，对其出血情况密切观察。 

观 察 组 ： 缩 宫 素 + 葡 萄 糖 酸 钙 。 10ml 葡 萄 糖 酸 钙 和

100ml0.9%盐水，在 30min 左右滴注完成。 

1.3 观察指标 

产后出血量、凝血因子[3]、氧化应激指标[4]、炎症因子[5]。 

1.4 统计学处理 

SPSS18.0 分析数据，P＜0.05 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2.1 产后出血量比较 

组间对比(P<0.05)。见表 1。 

表 1 产后出血量对比[（ sx ± ），ml] 

分组 例数 产后 2h 产后 24h 总出血量 

观察组 50 170.71±8.64 352.31±10.65 488.02±8.04 

对照组 50 217.31±5.66 488.33±14.18 704.38±9.46 

t 值  4.203 5.210 4.332 

P 值  <0.05 <0.05 <0.05 

2.2 凝血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前，组间对比(P>0.05)；治疗后，组间对比(P<0.05)。如表 2。 

表 2 凝血因子水平对比（ sx ± ） 

D-D(mg/L) Fbg(g/L) PT(s) APTT(s) 
分组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0 1.58±0.15 1.12±0.22 4.53±0.54 5.18±0.32 14.08±1.85 10.72±2.01 32.72±4.15 24.22±4.08 

对照组 50 1.56±0.17 1.45±0.13 4.45±0.53 4.71±0.48 14.11±2.12 13.21±2.64 32.56±4.15 28.65±4.32 

t 值  0.325 4.025 0.412 5.302 0.552 4.332 0.214 4.025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3 氧化应激指标比较 

治疗前，组间对比(P>0.05)；治疗后，组间对比(P<0.05)。如表 3。 

表 3 氧化应激指标水平对比（ s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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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umol/L) MDA(mg/L) SOD(U/L) GSH-PX(nmol/L) CAT(U/L) 
分组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0 8.69±0.75 4.35±0.25 
13.50±

1.14 
6.25±1.12 

238.38±

25.28 

438.29±

25.26 

261.77±

30.25 

460.48±

30.76 

234.58±

16.62 

415.66±

30.27 

对照组 50 8.68±0.75 6.21±0.55 
13.60±

1.14 
8.66±1.15 

232.65±

26.13 

336.76±

23.42 

258.46±

32.76 

381.67±

30.35 

242.77±

20.16 

342.76±

26.57 

t 值  0.053 4.552 0.142 5.302 0.441 4.302 0.332 5.114 0.251 5.201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在本研究结果中，观察组的产后出血量低于对照组，表示

联合用药可以将产妇产后出血量明显减少，效果良好。分析原

因：缩宫素存在起效时间短，不良反应少的优点，但是其半衰

期时间少，只有 1~6min 的作用时间，同时其药效的发挥同机体

中缩宫素受体关系密切[6-7]。缩宫素会因为受体处于饱和状态而

无法将其作用有效的发挥出来，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发生

不良反应的几率。在子宫平滑肌中，钙离子可以结合肌动蛋白、

肌球蛋白，促使 ATP 酶存在更高的活性，加快收缩子宫的平滑

肌，从而降低产后的出血量。当上述两种药物联合用药时止血

效果更加理想。 

结果 2.2 表示联合治疗对于产妇凝血功能会产生改善作用。

探析原因：钙离子可以加快凝血，提升凝血酶活性，同时会使

凝血机制激发出来，同时钙离子可以使子宫平滑肌对于缩宫素

产生更强的敏感性，进而使止血效果得到增加。缩宫素同葡萄

糖酸钙联合应用可产生协同作用，加快收缩子宫，促使血液本

身的高凝状态有效改善，在缩宫素的药物效果降低时，葡萄糖

酸钙始终可以实现收缩子宫、止血的效果[8-9]。 

临床实验室检查对氧化损伤判断的指标中，ROS 和 MDA

为十分重要，机体损伤随着其水平的升高而不断加重。SOD、

GSH-PX、CAT 属于酶类的抗氧化剂，其作用是避免机体氧化，

将有害的 ROS 有效清除。在出现产后出血过程中，机体会发生

过度消耗抗氧化产物的情况，降低其抗氧化能力。研究结果 2.3

表示联合治疗，产后出现氧化应激反应降低的情况。产后出血

增加产妇出现全身应激反应的几率，增加氧化代谢产物而加重

机体受损，从而对凝血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出血量随之增加。

联合用药可以将应激反应降低，同时联用会将体内循环血量增

加，降低出血量。 

总之，对于存在高风险因素的产妇来讲，对其应用葡萄糖

酸钙和缩宫素可使其产后出血量明显减少，同时会改善其凝血

功能、氧化应激反应、炎症反应，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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