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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血糖管理对妊娠期糖尿病胎盘超微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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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孕期血糖管理对妊娠期糖尿病胎盘超微结构的影响#为优化孕期管理提供科学佐证&

方法
!

将

!"#&

年
#

月至
!"#P

年
#!

月于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常规产检至分娩的妊娠期糖尿病孕妇#根据血糖控制情况分为血糖控制满

意组及血糖控制不满意组(同期产检的正常孕妇为对照组&检测
&

组孕妇的血糖水平并采用透射电镜观察相应的胎盘超微结

构&

结果
!

$

#

%经整个孕期的管理及追踪#最终共有
%'

例孕妇纳入研究&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占
%$>#Pb

$

&!

"

%'

%#其中血糖控

制满意组占
&%>"F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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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控制不满意组占
!#>"%b

$

#!

"

%'

%(对照组孕妇占
P&>C$b

$

!%

"

%'

%&$

!

%

&

组孕妇的年龄'口

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A[OO

%检查时孕周'分娩时孕周'血压及体质量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经孕期血糖管

理#

&

组孕妇的空腹血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V">"FF

%(血糖控制满意组与对照组的餐后
!L

血糖'夜间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血糖控制不满意组的餐后
!L

血糖'夜间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均高于血糖控制满意组及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P

%血糖控制满意组与对照组的胎盘超微结构有改变者所占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血糖控制不满意组的胎盘超微结构有改变者所占比例与血糖控制满意组'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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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高血糖是胎盘超微结构改变的危险因素#孕期需加强血糖管理#减少或避免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胎盘超微结构的改变#

减少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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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

N

,<8*8.03*4+.*I,8,<-,44.81<

#

[@7

%是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发病率在亚洲国家妇

女中高达
%b

$

#"b

#且逐年增高)

#

*

&妊娠期糖尿

病孕妇可出现各种类型的母婴并发症如妊娠期高血

压疾病'胎儿宫内窘迫'新生儿窒息等#引起全球医

师关注&胎盘是伴随妊娠出现的重要脏器#作为联

系母体与胎儿的器官#对妊娠的维持和妊娠结局至

关重要#近年来成为妊娠期糖尿病研究的热点&既

往研究大多集中在妊娠期糖尿病胎盘超微结构改变

的观察及其病理生理意义)

!E&

*

#本研究则从形态学结

合妊娠期糖尿病临床特征,,,血糖偏高的角度探讨

胎盘超微结构的影响因素#为妊娠期糖尿病的孕期

规范化管理及妊娠结局的改善提供依据&

!

!

资料和方法

#>#

!

研究对象
!

本研究经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医

学伦理委员会审查并批准&选取
!"#&

年
#

月到

!"#P

年
#!

月于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常规产检至分

娩的孕妇#妊娠
!P

$

!C

周进行
'%

N

口服葡萄糖耐

量试验$

A[OO

%检查#参照2妇产科学3$

C

版%的妊

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

P

*

!空腹及服糖后
#

'

!L

血糖

值分别为
%>#

'

#">"

'

C>%--04

"

R

#任何一点血糖值

达到或超过上述标准即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本研

究将孕妇分为妊娠期糖尿病组$糖尿病组%和正常孕

妇组$对照组%#糖尿病组根据孕期血糖控制是否满

意#进一步分为血糖控制满意组及血糖控制不满意

组
!

个亚组&糖尿病组及对照组的纳入标准!$

#

%同

意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文化程度!高

中及高中以上#依从性好($

&

%专人孕期追踪#有完整

的产检资料($

P

%所有孕妇均为单胎初产妇#自然妊

娠($

%

%所有研究对象孕前均无急慢性病史#无心'

肝'肾及慢性高血压'糖尿病病史#无任何饮食限制&

#>!

!

胎盘标本收集及处理
!

胎盘娩出后#立即在其

中心部位取大小约
">%)-d">%)-d">%)-

的组

织
!

$

&

块&用
!>%b

戊二醛先行短暂固定后#再将

组织块切成
#--d#--d#--

小块#

Pb

戊二醛'

#b

锇酸双固定#

&"b

'

%"b

'

'"b

'

C"b

'

F%b

'无水

乙醇梯度脱水#环氧树脂包埋#半薄切片定位#超薄

切片后柠檬酸铅'醋酸双氧铀双染色#透射电镜

$

/M7E#!&"

#

/MAR

%观察及拍摄&

#>&

!

测量指标
!

$

#

%采用
R.5,<)*3612,<8,

H

血糖仪

监测孕妇孕期空腹'餐后
!L

及夜间血糖($

!

%采用

离子交换高效液相色谱法测量孕妇孕期糖化血红蛋

白水平&$

&

%孕妇住院分娩前记录孕妇年龄'

A[OO

检查时孕周'分娩时孕周'血压'体质量指数$

X7B

%&

#>P

!

妊娠期糖尿病孕期血糖管理
!

糖尿病组及对

照组均常规孕期产检并经孕妇学校学习直至分娩#

糖尿病组在此基础上加以饮食管理以及合理运动指

导#当血糖控制不能达到推荐标准时#及时加用药物

以便尽快将孕妇血糖控制到正常范围#随着孕周增

加不断调整#并由内分泌医师共同配合管理&妊娠

期糖尿病血糖控制满意标准)

P

*

!孕妇无明显饥饿感#

空腹血糖控制在
&>&

$

%>&--04

"

R

(餐后
!L

血糖

P>P

$

$>'--04

"

R

(夜间血糖
P>P

$

$>'--04

"

R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S66#'>"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
%

8g(

进行描述#组

间差异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中的
L

检验$即
6?U

检

验%(计数资料用频数及率进行表述#组间差异比较

采用
!

!检验&检验水准$

&

%为
">"%

&

A

!

结
!

果

!>#

!

&

组孕妇临床特征比较
!

经整个孕期的管理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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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艳莉#等
>

孕期血糖管理对妊娠期糖尿病胎盘超微结构的影响

及追踪#最终共有
%'

例孕妇纳入本研究!糖尿病组

占
%$>#Pb

$

&!

"

%'

%#其中血糖控制满意组占

&%>"Fb

$

!"

"

%'

%#血糖控制不满意组占
!#>"%b

$

#!

"

%'

%(对照组占
P&>C$b

$

!%

"

%'

%&

&

组孕妇的年

龄'

A[OO

检查时孕周'分娩时孕周'血压及
X7B

值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

&

">"%

%#见表
#

&

表
!

!

E

组孕妇基本临床特征比较

%

8g(

变量 对照组
,V!%

糖尿病组

血糖控制满意组
,V!"

血糖控制不满意组
,V#!

M -

年龄$岁%

!$>P$g#>$$ !$>#Pg!>#! !'>!#g!>!F ">'FC ">P%F

A[OO

检查时孕周$周%

!%>"%g">F! !%>&Cg">'! !%>'!g#>!! !>"!# ">#%"

分娩时孕周$周%

&F>$$g">FP &F>!!g">C' &C>F%g">'# #>P'% ">!P%

X7B

$

`

N

+

-

f!

%

!'>!"g&>FF !F>P'g&>$F !C>&'g&>## ">C!" ">P%&

收缩压
#

"

--Q

N

##P>CFg#&>C& ##&>%$g##>&& ##$>CFg#!>'# ">#%C ">C%%

舒张压
#

"

--Q

N

'">%$g$>CP $F>##gC>FF '%>""g'>%& #>&'F ">!'#

!!

#--Q

N

V">#&& S̀*>A[OO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X7B

!体质量指数

!>!

!

&

组孕妇血糖比较
!

$

#

%空腹血糖比较!经孕

期血糖管理#

&

组孕妇的空腹血糖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餐后
!L

血糖比较!

&

组孕妇餐后
!L

血糖

经方差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
L

检验发现#

血糖控制满意组较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而血糖控制不满意组与血糖控制满意组'对

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

">"#

%&$

&

%

夜间血糖比较!

&

组孕妇夜间血糖经方差分析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
L

检验发现#血糖控制满意组

较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而血糖控

制不满意组与血糖控制满意组'对照组相比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
-

#

">"#

%&$

P

%糖化血红蛋白比

较!

&

组孕妇糖化血红蛋白经方差分析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进一步
L

检验表明#血糖控制满意组较对照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血糖控制不满意

组与血糖控制满意组'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

#

">"#

%#见表
!

&

表
A

!

E

组孕妇血糖比较

%

8g(

变量 对照组
,V!%

糖尿病组

血糖控制满意组
,V!"

血糖控制不满意组
,V#!

M -

空腹血糖
+

X

"$

--04

+

R

f#

%

P>!&g">PC P>!"g">PF P>$#g">P' !>PF% ">"FF

餐后
!L

血糖
+

X

"$

--04

+

R

f#

%

%>$Pg">F!

""

$>!Cg">C'

""

'>$Cg#>&C F>C'# ">"""

夜间血糖
+

X

"$

--04

+

R

f#

%

%>#"g">'$

""

%>'#g">$F

""

$>'%g">FP #%>P#& ">"""

糖化血红蛋白$

b

%

%>"#g">!C

""

%>#Fg">P"

""

%>'Pg">P& #">&&! ">"""

!!

""

-

#

">"#

与血糖控制不满意组比较

!>&

!

电镜下的胎盘超微结构表现特征
!

根据既往

研究的正常及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的胎盘超微结构结

果)

!E&

*

#本研究
&

组孕妇电镜下观察到的胎盘超微结

构进一步分为胎盘超微结构无改变组及胎盘超微结

构有改变组&$

#

%胎盘超微结构无改变组的镜下表

现!胎盘合体滋养细胞表面有大量的微绒毛#呈指

状#细而长#整齐排列(胞质内含有丰富的内质网和

线粒体#形态规整#线粒体常呈圆形或卵圆形#粗面

内质网发达(细胞核呈长方形#染色质团分布较均

匀(基底膜完整'较平直$图
#(

'

#X

%&$

!

%胎盘超微

结构有改变组的镜下表现!胎盘合体滋养细胞表面

微绒毛排列紊乱'肿胀'数目减少甚至稀少#部分微

绒毛缺失(线粒体肿胀或空化#嵴断裂或消失(粗面

内质网脱颗粒#并且明显扩张#部分融合(细胞核不

规则#染色质异常分布#核膜迂曲#核周间隙扩张(基

底膜弯曲'不均匀增厚$图
#K

'

#@

'

#M

%&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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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第
&'

卷

图
!

!

透射电镜下胎盘超微结构表现

(

#

X

!正常胎盘合体滋养细胞'微绒毛及细胞器(

K

!微绒毛排列紊乱'稀少'部分微绒毛缺失#细胞核不规则#染色质异常分布#核膜迂曲#基底

膜弯曲'不均匀增厚(

@

!粗面内质网脱颗粒#并且明显扩张#部分融合(

M

!线粒体肿胀或空化#嵴断裂或消失
>7;

!微绒毛(

7.

!线粒体(

TMT

!粗

面内质网(

?

!细胞核(

X7

!基底膜
>A2.

N

.3*4-*

N

3.5.)*8.03

!

dC"""

$

(

#

K

%#

d#""""

$

X

%#

dC""""

$

@

%#

d#%"""

$

M

%

!>P

!

&

组孕妇电镜下的胎盘超微结构改变情况比

较
!

&

组孕妇电镜下胎盘超微结构改变情况经行
d

列
!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V!%>'$%

#

-V

">"""

%#进一步行行
d

列分割检验#对照组与血糖控

制满意组的胎盘超微结构有改变者所占比例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V">$P!

%#而血糖控制不满意组与对

照组'血糖控制满意组的胎盘超微结构有改变者所

占比例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V">"""

%#见

表
&

&

表
E

!

E

组孕妇的胎盘超微结构比较

组别
:

电镜下胎盘超微结构
,

$

b

%

胎盘超微

结构有改变

胎盘超微

结构无改变

对照组
!% !

$

C>""

%

""

!&

$

F!>""

%

血糖控制满意组
!" &

$

#%>""

%

""

#'

$

C%>""

%

血糖控制不满意组
#! #"

$

C&>&&

%

!

$

#$>$'

%

!!

""

-

#

">"#

与血糖控制不满意组比较

E

!

讨
!

论

胎盘是伴随妊娠出现的重要脏器#是维持胎儿

在子宫内发育的重要器官#具有物质交换'代谢'分

泌激素'防御以及合成功能#胎盘形态功能的变化不

同程度地影响胎儿#胎盘的完整性对维持妊娠有重

要作用#因此胎盘被很多学者作为专门课题来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光镜'电镜'免

疫组织化学及超声学等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胎盘研

究)

%

*

#多种病理妊娠如子疒间前期'妊娠肝内胆汁淤积

症'妊娠期糖尿病等胎盘组织的超微结构已被观察

和检测)

$EC

*

&研究发现胎盘超微结构的改变可导致

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E#"

*

#胎盘超微结构的研究利

于指导临床的诊断和治疗&

妊娠期糖尿病指妊娠期首次发现或者发生的糖

代谢异常#其不良妊娠结局影响因素包括遗传'宫内

环境'内分泌以及胎盘转运功能等&既往改善妊娠

期糖尿病妊娠结局的研究主要从临床控制血糖角度

出发)

##E#!

*

#而近年来鉴于胎盘的重要作用#研究开始

集中于妊娠期糖尿病胎盘超微结构及妊娠结局#研

究发现胎盘超微结构改变可影响胎盘与胎儿间的供

血和供氧功能#导致胎儿生长受限'胎儿宫内窘迫'

新生儿窒息等发生#是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发生不良

妊娠结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C

#

#&

*

&本研究在此基础

上#通过对正常孕妇'血糖控制满意的妊娠期糖尿病

孕妇及血糖控制不满意的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进行电

镜下胎盘超微结构的观察#并监测相应的血糖水平#

探讨孕期血糖管理对妊娠期糖尿病胎盘超微结构的

影响&研究发现血糖控制满意的妊娠期糖尿病孕妇

与正常孕妇的胎盘超微结构发生改变者所占比例无

明显差别#而血糖控制不满意的妊娠期糖尿病孕妇

胎盘超微结构发生改变者所占比例较高#与正常孕

妇及孕期血糖控制满意的孕妇相比均有差异#这与

既往研究)

!E&

*一致&可见高血糖是胎盘超微结构改

变的危险因素#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血糖控制不理想

时#可出现孕期血糖水平偏高#胎盘合体滋养细胞受

高血糖持续刺激#当超过细胞的适应能力后#引起胎

盘合体滋养细胞的损伤如微绒毛排列紊乱肿胀'线

粒体及内质网肿胀#导致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的胎盘

超微结构发生改变#从而影响胎盘功能#可进一步导

致胎儿宫内窘迫等不良妊娠结局&本研究亦从另一

个角度证实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孕期血糖管理的重要

性#孕期严格监控血糖#可改善妊娠期糖尿病的胎盘

超微结构#利于妊娠结局的改善&

综上所述#血糖控制满意的妊娠期糖尿病孕妇

+

C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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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

郑艳莉#等
>

孕期血糖管理对妊娠期糖尿病胎盘超微结构的影响

与正常孕妇的胎盘超微结构发生改变的概率较小#

当孕期血糖控制不佳时胎盘超微结构发生改变的概

率明显增大&高血糖是胎盘超微结构改变的危险因

素#一旦确诊为妊娠期糖尿病#孕期需加强血糖管

理#减少或避免孕妇的胎盘超微结构改变#减少不良

妊娠结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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