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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心外科手术的进步和产科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接受瓣膜置换术的女性可以成功妊娠分娩，但其妊娠风险

远高于正常妇女。因此，本文就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妇女妊娠时机选择及孕期监护、妊娠期间抗凝方案的选择、分娩方式的选

择、产褥期常见并发症处理及护理要点等内容作一综述，以进一步改善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妇女妊娠的母婴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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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心外科及产科技术的发展，越来

越多患有心脏瓣膜疾病的女性在接受瓣膜置换术后可以成

功妊娠分娩。但妊娠期间特殊的生理状态使得这部分妇女

妊娠风险远高于正常妇女。妊娠合并心脏病是产科严重的

并发症，在我国孕产妇死因中高居第二位，为非直接产科死

因的第一位，我国在１９９２年曾报道妊娠合并心脏病的发病

率为１．０６％［１］。因此，本文就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妇女妊娠时

机选择及孕期监护、妊娠期间抗凝方案的选择、分娩方式的

选择、产褥期常见并发症及处理等内容作一综述，为进一步

改善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妇女妊娠的母婴结局提供参考。

１　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妇女妊娠时机选择和孕期监护

　　目前，经济发达国家的风湿热在瓣膜疾病病因中的比例

明显下降，但在我国，风湿热的发病率下降并不明显，风湿性

心脏瓣膜病仍是心脏瓣膜置换的主要病因［２］。此外，先天性

心脏病瓣膜缺损也是心脏瓣膜置换的原因之一。虽然目前

国内外对于育龄妇女在整个换瓣人群中所占的百分比没有

具体的统计数据，但相关资料显示：风湿性心脏病主要累及

４０岁以下人群，且最常见的风湿性左房室瓣狭窄在我国患

者群中有２／３的患者为女性［３］，对于这部分妇女来说，面临

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如何能成功妊娠并顺利分娩。一般认

为，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患者心功能恢复需要１～２年时间，故

在术后２年左右妊娠为好。有资料显示：先天性心脏病术后

如果生活正常，活动时无气急发绀，心功能维持在Ⅰ～Ⅱ级，

能安全渡过妊娠期，而后天性心脏病患者，心脏术后心功能

改善达Ⅰ～Ⅱ级，术后无并发症及心脏增大者，可考虑妊娠，

一般认为使用生物瓣膜最好在换瓣术后２年左右，机械瓣膜

置换后则需要２～３年［４］。国外也有报道在妊娠期间进行心

脏瓣膜置换的手术，虽然没有母体死亡，但围生期流产率达

到２５％［５］。

　　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妇女，一旦确诊妊娠，就要进行必要

的母儿监护。妊娠期血容量至孕６～８周开始增加，血容量

的增加会对瓣膜置换术后妇女心功能造成不利影响，故从孕

６周开始就应密切注意孕妇的心功能变化，定期行超声心动

图检查。至孕３２～３４周血容量达到高峰，较妊娠前增加

３０％～４５％，此时，孕妇发生心衰的概率大大增加，故更应严

密监测心功能变化，并及时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估。一旦发现

异常，及时给予治疗措施。有资料显示：随着妊娠期的延长，

患者心功能呈下降趋势，合并妊高征时更明显，因此妊娠期

心功能达到Ⅲ级以上，就应住院观察及治疗［６］。随着妊娠后

期血容量的增加，孕妇可能会出现水钠潴留及电解质紊乱，

故应定期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及时调整［６］。孕妇还应注意

充分休息，预防感冒及感染，科学饮食，加强营养，补充适当

维生素及钙，避免体力活动，定期行无应激试验和Ｂ超检查，

密切监护胎儿宫内发育情况［６］。

２　妊娠期间抗凝方案的选择

　　由于机械瓣膜的植入，患者需要终生持久的抗凝治疗。

对于机械瓣膜置换术后准备妊娠的妇女来说，妊娠所引起的

一系列生理变化，如血液高凝状态、妊娠后期血容量的升高

等都为妊娠期抗凝方案的选择带来新的挑战。目前主要的

抗凝剂有口服抗凝剂及皮下注射肝素两大类［７］。口服抗凝

剂以华法林钠为代表，它在孕期保护母体方面优于肝素，但

其相对分子质量小，可以自由通过胎盘屏障，容易导致香豆

素胚胎病［７８］。香豆素胚胎病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疾病，主

要表现包括：胎儿鼻发育不良、骨骺脱落、视神经萎缩、小头



·１０３６　 ·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年９月，第３２卷

畸形及神经发育迟缓，对妊娠期影响最大的是在孕 ６～１２
周。其次，华法林钠能在胎儿体内过度抗凝，导致胎儿各器

官出血，特别是脑部，出生后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异常、智力

低下、失明、痉挛状态和癫 发作。相比之下，肝素的分子颗

粒较大，不易通过胎盘屏障，不易导致胎儿畸形的发生。

Ｎａｓｓａｒ等［５］的研究也显示：相比于其他的抗凝方案，整个孕

期使用华法林钠的妇女发生自发性流产的概率最高（Ｐ＜

０．０１），而整个孕期使用肝素抗凝的胎儿活产率比整个孕期

使用华法林钠或混合使用肝素、华法林钠高（Ｐ＜０．０１）。鉴

于肝素和华法林钠两种抗凝剂各自的优缺点，目前国际上对

于妊娠期抗凝剂的选择无统一意见，探讨最多的是以下两种

抗凝方案：（１）口服抗凝剂。ＭｃＬｉｎｔｏｃｋ等［７］回顾性分析了

２１名妇女的６３次妊娠，这些妇女的平均年龄及孕产次基本

相同，作者对比了整个妊娠期间使用口服抗凝剂（华法林钠

剂量几乎全部＜５ｍｇ／ｄ，除外４名孕妇华法林钠剂量为６

ｍｇ／ｄ）和妊娠早期使用肝素、中晚期使用口服抗凝剂的两组

患者的妊娠结局，两组均无香豆素胚胎病及母体死亡的发

生。对比资料中两种抗凝方案对胎儿的风险相差不大（两组

都无胎儿死亡），而在孕早期使用肝素组中母体发生产后出

血及血栓栓塞并发症的风险加大（２例产后出血及血栓栓塞

的病例都发生在妊娠早期使用肝素的妇女），故作者认为香

豆素胚胎病可能被夸大，整个孕期包括孕早期使用口服抗凝

剂的方案是可行的。Ｓｕｒｉ等［１０］的研究也同样支持上述华法

林钠胚胎病被夸大这一观点。此外，Ａｓｈｏｕｒ等［１１］通过对６７
名机械瓣膜置换术后妇女的１００例妊娠的研究分析了多种

因素对胎儿及母体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妊娠早期使用肝

素或华法林钠、瓣膜位置、母体孕次、是否为初产妇及母体的

心功能状态，结果发现这些因素对胎儿影响的差异都无统计

学意义。但对于母体而言，妊娠早期使用肝素的妇女血栓并

发症增加（９例血栓并发症均发生于早期妊娠使用肝素的妇

女中，Ｐ＝０．０２）。这同样说明了华法林钠在母体的保护方面

强于肝素，并且华法林钠并没有对胎儿造成不利的影响。国

内也有资料显示：低强度口服抗凝剂有利于降低患者出血病

死率及母体、新生儿的并发症。妊娠期间华法林钠剂量小于

５ｍｇ／ｄ时，无胎儿畸形的发生（Ｐ＜０．０１）［１２］。（２）肝素抗

凝。Ａｂｉｌｄｇａａｒｄ等［１３］分析了１２例妊娠，９例在５～７周就开

始使用治疗剂量的低分子肝素，均是一经诊断妊娠就立即停

用华法林钠。１例在妊娠第９周时由华法林钠改换肝素抗

凝。２例在妊娠开始时使用了低于治疗剂量的低分子肝素

（分别为７５００和５０００ＩＵ／２４ｈ），分别使用了２０、２７ｄ后增

加到了治疗剂量（１２５００～１５０００ＩＵ／２４ｈ），一直持续到妊

娠结束。结果显示：１２例妊娠均成功分娩（５名经阴道分娩，

７名剖宫产），除１名新生儿动脉导管未闭外，其余均健康。

其中，２名妇女分别在孕３１周和３６周时发生了血栓栓塞（作

者分析可能是由于这２名妇女在妊娠前３周采用了低于治

疗剂量的肝素造成的）。作者将研究中的抗凝方案及相应的

血栓并发症与以往相关文献做了比较，发现虽然口服抗凝剂

在保护母体方面强于肝素，但会造成胎儿畸形及其他不良反

应，故作者建议整个孕期都使用口服抗凝剂的治疗方案适用

于存在高风险血栓栓塞的妇女。

　　关于国内目前抗凝方案的选择，近期有文献通过分析９
例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妇女的妊娠结局指出其研究结果支持

以往文献报道即孕早期及３６周后停用华法林钠可以减少死

胎及胎儿畸形的发生［１４］。近年来，李涛等［１５］通过对电子资

料库中４６９名妇女的６２９次妊娠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得出以下

结果：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妊娠妇女，在孕早期用肝素代替华

法林钠的抗凝治疗并不能减少胎儿不良结局的发生率，对于

其是否会增加母体血栓性疾病的发生率目前该分析尚不能

得出结论。该分析认为，整个孕期口服小剂量华法林钠抗凝

治疗，分娩前停用华法林钠改为肝素是可行的方案。作者同

样指出：以往的文献中可能高估了口服抗凝剂的致畸率，妊

娠不良结局可能与华法林钠的剂量有关。作者认为：华法林

钠剂量＞５ｍｇ／ｄ对妊娠结局影响较大，而小剂量华法林钠

相对安全。中国人和西方人维持同样的ＩＮＲ（２．０～３．０）需

要的平均华法林钠剂量有差别，国内平均维持剂量为３．４５

ｍｇ／ｄ。

３　分娩方式的选择

　　孕妇一般在预产期前２周入院待产，选择最佳时机计划

分娩，若在妊娠期间出现胸闷、气喘等并发症应及时入院治

疗。目前国内资料大都主张采用剖宫产结束分娩，因为经阴

道分娩时血流动力学的改变，产程难以控制等因素加重患者

的心脏负担同时也会对新生儿造成不可预计的损伤。而麻

醉状态下剖宫产可降低周围血管阻力，降低心脏负担，止痛

完善，极大地缩短产程，还能按照需要调整抗凝剂的使用剂

量，对于术中出血也能较好处理，另外，对于一些合并妊高

征、胎儿窘迫、凝血障碍的产妇，应积极主张采用剖宫产结束

分娩［１６］。

４　产褥期的常见并发症处理及护理要点

　　出血、感染及血栓栓塞是产褥期的常见并发症，极易诱

发心衰，应重点防治。换瓣术后的产妇本身即存在发生血栓

栓塞和出血的危险，在产前或产后由于抗凝剂使用不当或调

整剂量不理想等因素，更加容易发生出血和栓塞，威胁产妇

生命。因此，对换瓣术后的妊娠妇女，在产前、产后要合理使

用抗凝剂，王泽华［１７］指出：孕期采用口服抗凝剂者，可在孕

３８周或预期分娩前２４～７２ｈ改用肝素抗凝；如从阴道分娩，

则在预产期前２４～４８ｈ停止抗凝，剖宫产在术前２４～７２ｈ
停止抗凝。停用抗凝药物后仍需监测凝血酶原时间，如未接

近正常，则于术前或产前４～６ｈ静注维生素Ｋ１２０ｍｇ，术后

或产后２４ｈ要迅速恢复抗凝剂的应用，开始用药３６ｈ后即

进行ＡＰＴＴ的监测，并注意及时调整剂量，使ＡＰＴＴ达到正

常对照值的２～２．５倍，整个产褥期都要在 ＡＰＴＴ监控下进

行抗凝治疗。在产后恢复抗凝的同时，还需密切观察子宫收

缩及阴道出血情况，注意有无出血倾向及血栓形成并及时采

取治疗措施。产前及产后均需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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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母婴结局

　　尽管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合并妊娠存在较大的风险，对母

体而言主要有孕期血栓形成、心衰发生及产时产后出血等危

险，对于胎儿主要有早产、死产及畸形的风险，目前国内外对

上述风险发生概率尚无具体统计数据，但结合目前大量的临

床资料来看，若能成功把握孕期监护、合理抗凝、产后护理几

个重要环节，成功妊娠及分娩的概率仍然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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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世界新药动态与分析》已出版

　　该书由邹栩、任文霞主编，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出版，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４８１０１３０７，１６开，定价：１５０．００元。

　　国家公布了“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和“十二五”实施计划，加大新药研制的步伐，为了配合我国新药研发及自主创

制新药决策参考，追踪世界新药研究的前沿动态，分析全球上市的新药信息，出版了《世界新药动态与分析》一书，全面反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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