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骨质疏伫杂志 1999年5月第5巷第2期 21 

妊娠晚期及分娩后妇女骨代谢的变化 

陈文制 薛延 孙藻明 郭云秀 孙淑云 

摘要 本文测定 妊娠晚期及分娩后妇女(31倒)及相应年辨非妊娠灯 

女L48例)血清中2j羚基维生索D。(250HD )、骨钙素(BGp)的水平．屎羟脯 

氡酸与肌酐(HOE ／Cr)、钙与肌酐(Ca／Cr)、I型胶原文联N末端肽与肌酐 

(NTX／Cr)比值 结 显示 血清 25OHD 水平．在妊娠晚期，分娩后42天明 

显低于非妊娠妇耍【P<0 O1 J 血清BGP水平，在妊娠晚期、分娩君42天显 

著低于非妊娠 {殳(P<o 01) 屎HOP／Cr比值，在妊娠晚期，分娩后42天明 

显高于非妊娠妇女(，J<0．o1)，尿Ca／Cr比值，在妊娠晚期明显高于非妊娠妇 

女f尸<0 05)．产后明显低于菲妊娠妇女(尸<0 05)。尿NTX／Cr比值．在妊 

娠晚期，分娩后42天非常显著高于非妊娠如女(尸<0．001)． 上研究结果表明：孕妇在妊娠晚期及分娩 

后42天处于维生素D姨乏和负钙平衡状态．骨吸收明显增加，骨形成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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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况下，骨代谢包括骨形成及骨吸 

收，两个过程发生偶联，这两个过程相互平衡而 

保证了骨的正常生理功能 。妊娠期母体由于 

胎儿生长发育和胎盘形成的需要，对钙和维生 

素D的需要量剧增。如果补充不足，加之肾小 

球滤过率增加，使尿钙排泄增多，孕期母体往往 

处于负钙平衡状态和维生素D缺乏状态。骨代 

谢解偶联，骨吸收大于骨形成。本文报道了妊娠 

晚期骨代谢状态及母脐血的相互关系。 

1 材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孕妇；1994年 1月至1995年7月随机选 

择在我院门诊就诊的满妊娠3O周左右的孕妇 

31例，平均年龄 27士4岁，年龄范围23～31 

岁。孕妇未补充Ca、P药物，正常膳食。 

脐血：20例，取自观察组孕妇所分娩的新 

生儿脐带血。 

非妊娠妇女：48例．经健康体检肝肾功能 

正常，无明显内分泌疾病及钙磷代谢紊乱，年龄 

2O～30岁。 

1．2 方法 

标本测定；血清25OHD 采用竞争性蛋白 

结合法测定，批内和批问CV分别为9．1 和 

10．8 ，血清骨钙素采用丹麦Osteometer A／S 

公司ELISA试剂盒，批内批间分别为4．6 和 

1O ，尿NTX采用美国OSTEX公司ELISA 

试剂盘，批内批间分别为2．2 和 11 ，尿羟脯 

氨酸采用氯胺 T法测定，批内批间分别为 

4．5 和8．3 ，尿钙采用邻甲酚酞络台酮法测 

定。尿肌酐采用碱性苦昧酸法测定。 

统计学处理：测定结果均用；士s表示，用t 

检验比较两组。 

2 结果 

实验结果见附表。 

附衰 妊撮晚期及分娩后妇女血清25OHD，，BGp水平及尿HOP／Cr，Ca／Cr，NTX／Cr比值 

洼l与非妊撮妇女比较l*尸<n 05．**P<o．O1．⋯ P<o 001{与产前妇女比较 ##P<o．01 

附表表明妊娠各期血清25OHD；(包括脐 

血)显著低于正常非妊娠组(P<0．01)，脐血 

25OHDa显著高于产前母血(P<0．01)。 

妊娠各期血清BGP显著低于正常非妊娠 

组(P<0．01)，脐血BGP显著高于正常非妊娠 

组及产前母血(P<0．01)。 

妊娠各期尿中HOP／Cr比值显著高于正 

常非妊娠组(P<0．01)。 

妊娠晚期尿Ca／Cr比值显著高于正常非 

妊娠组(P<0．05)，产后尿Ca／Cr比值显著低 

于正常非妊娠组(P<0．01)。 

妊娠各期尿中NTX／Cr比值非常显著高 

于正常非妊娠组(P<0．001)。 

3 讨论 

3．1 孕妇在妊娠晚期处于维生素D缺乏状 

态。有人认为妊娠期子宫增长，挤压肝脏，影响 

肝内循环，使肝脏功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 

而可能导致肝脏羟化系统降低，使25OHD 生 

成降低。孕妇的维生素D充足与否对胎儿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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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发育起着重要的作用，胎儿的维生素D依赖 

母体供应，脐血25OHD水平与母血密切相关， 

孕妇缺乏维生素D会引起母血和脐血 25OHD 

水平下降，本实验结果也证实这一点。妊娠晚期 

和脐血以及分娩后42天血清25OHD。水平明 

显低于正常非妊娠妇女。说明不仅晚期孕妇，而 
一 直延迟到产后42天的乳妇，都处于维生素D 

低下状态，晚期每天补充400～600 IU维生素 

D很有必要，根据郭怀兰等人的报告：部分孕妇 

直到产后6个月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 100mg， 

缺钙严重，因此除了补充VitD，每天还应使钙 

的摄入量达到1200~1500 mg- 】。有文章报道： 

母血25OHD 浓度高于脐血，二者之间有明显 

正相关，这一结果证明了母体是通过胎盘供应 

胎儿25OHD 口]。而本实验结果脐血 25OHD 

高于母血，是否与例数较少有关，还需进一步探 

讨。 

3．2 骨吸收明显大于骨形成是妊娠晚期骨代 

谢的主要特点 

妊娠后肾脏生理性变化较为明显，肾血流 

量及肾小球滤过率分别增加25 ～5O ，孕期 
一 些代谢产物如肌酐，尿酸、钙等排泄量均增 

加，妊娠期由于胎儿发育的需要，母体骨代谢处 

于亢进状态。 

血清骨钙素是由成骨细胞产生和分泌的一 

种反映骨形成和骨转换的生化指 ‘。我们的 

测定结果表明妊娠晚期及产后血清BGP明显 

低于正常非妊娠组。文献报道：妊娠妇女骨钙素 

降低可能是由于胎盘依赖性酶的降解 ]。这一 

结果反映了成骨活性即骨形成一定程度受到抑 

制。本实验结果表明，脐血骨钙素显著高于母 

血，与文献报道一致，脐血的骨钙素处于高水 

平，表明新生儿的骨形成活跃，但与母血骨钙素 

水平值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 

另一方面反映骨吸收的三项生化指标在妊 

娠晚期明显增高，包括尿HOP／Cr和Ca／Cr、 

NTX／Cr比值。尿H0P／Cr为正常非妊娠妇女 

2～3倍，尿Ca／Cr在妊娠晚期为正常非妊娠妇 

女高限。文献报道：人体维生素D缺乏时．骨转 

换增加。尿钙增加．反映骨吸收增强 。尿 

NTX／Cr比值在孕期增加明显，为正常非妊娠 

妇女 6～1 2倍．I型胶原交联 N末端肽 

(NTX)，是 I型骨胶原分泌的反映骨吸收的最 

新特异指标 。NTX／Cr比值比其他两个指标 

更灵敏地反映在孕晚期至产后42天骨吸收状 

态。在此时期骨吸收一直处于旺盛状态，产前达 

到高峰，产后 6周并未恢复正常水平。 

这一事实说明孕妇从妊娠晚期也可能更早 

就出现骨吸收．而且骨吸收大于骨形成，并且一 

直持续到产后，这是妊娠晚期和哺乳期发生骨 

量减少、骨质疏松和骨质软化症的重要原因和 

基础。对于骨吸收严重甚至持续到产后的妇女． 

在产后可考虑适当应用抗骨吸收的药物，以预 

防特发性骨质疏松和骨软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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