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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维生素 Ｄ缺乏累及的人群非常广泛，而且与多种疾病的发生有关，特别是孕妇维生素 Ｄ缺乏还可能影响到胎儿
的健康。 目前关于我国女性维生素 Ｄ的资料报道很少。 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健康孕妇（孕 １５ ～２１ｗ）以及同龄未孕对照组妇
女维生素 Ｄ水平以及孕妇维生素 Ｄ水平对新生儿出生大小的影响。 方法　本文随机选取单胎妊娠孕妇 ６３ 例和同龄对照妇
女 ３５例，用酶联免疫的方法测定血中 ２５-羟维生素 Ｄ水平。 结果　显示 ９９％的检测病例 ２５-羟维生素 Ｄ水平低于正常值（≥
７５ ｎｍｏｌ／Ｌ），有近９３％的妇女为维生素 Ｄ缺乏（ ＜５０ ｎｍｏｌ／Ｌ）。 孕妇２５-羟维生素 Ｄ水平（２８畅４０ ±９畅１９ ｎｏｍｌ／Ｌ）明显低于对照
组妇女（３８畅４６ ±１０畅７７ ｎｏｍｌ／Ｌ； P＜０畅００１），两组维生素 Ｄ缺乏的比率分别为孕妇 ９６畅８％，对照组 ８５畅７％，但重度维生素 Ｄ缺
乏的病例孕妇组接近半数，而对照组为零。 新生儿身长与孕妇 ２５-羟维生素 Ｄ水平成显著正相关（r ＝０畅３２３； P ＜０畅０１。 结论
我国北方女性特别是孕妇是维生素 Ｄ缺乏患病的高危人群，而且孕妇维生素 Ｄ缺乏可能会影响到胎儿的生长发育。 应该积
极采用有效的措施防治维生素 Ｄ的缺乏，从而减少维生素 Ｄ缺乏对健康的影响对提高人口质量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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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Vitamin D deficiency is very common and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diseases， especially in pregnant women，
which may affect the fetal health．At presen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vitamin D status in Chinese women．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vitamin D status in healthy pregnant women （１５ ～２１ weeks） and a group of age-matched non-pregnant
control women， and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 vitamin D status on the size of the newborns．Methods 　Sixty-three pregnant
women and ３５ non-pregnant women were selected．The serum ２５-hydroxyvitamin D （２５-（OH）D） level was determined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Results　The serum ２５-（OH）D level in ９９％ subjects was lower than ７５ nmol／L （normal
range）．And ９３％ subjects had ２５-（OH）D deficiency （ ＜５０ nmol／L）．The serum ２５-（OH）D level in pregnant women （２８畅４０ ±
９畅１９ nmol／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non-pregnant women （３８畅４６ ±１０畅７７ nmol／L； P ＜０畅００１）．The rate of vitamin
D deficiency in pregnant women and non-pregnant women was ９６畅８％ and ８５畅７％， respectively．Near half of the pregnant women
had severe vitamin D deficiency， while non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height of the newborn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maternal ２５-（OH）D levels （r ＝０畅３２３； P ＜０畅０１）．Conclusion　Women， especially the pregnant women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are high risk population of vitamin D deficiency．Fetal development may be influenced by maternal vitamin D
deficiency．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event women from vitamin D deficiency in China， thus reducing the effect of vitami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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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ciency on the health of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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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生素 Ｄ 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一种脂溶性维生
素，活性维生素 Ｄ ［１，２５（ＯＨ）２Ｄ３ ］ 的主要作用是
增加肠钙的吸收，还可调节骨细胞的功能，影响骨代
谢。 对维持各年龄段骨骼健康矿化都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维生素 Ｄ缺乏在儿童导致佝偻病；在成年
人会发生软骨病和骨质疏松。 此外，近年来发现维
生素 Ｄ缺乏还与肿瘤、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
疾病的发生有关

［１］ ，使其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维生素 Ｄ缺乏累及的人群非常广泛，可以发生

在各个年龄阶段
［２］ ，维生素 Ｄ缺乏已影响到了人类

的健康，特别是孕妇维生素 Ｄ缺乏可能影响到母婴
两个人的健康而倍受重视。
近年来发现血 ２５（ＯＨ）Ｄ 水平是了解人体内

ＶＤ状况的最佳指标，而且把 ２５（ＯＨ）Ｄ浓度低于 ５０
ｎｍｏｌ／Ｌ或 ２０ ｎｇ／ｍＬ诊断为维生素 Ｄ缺乏；２５（ＯＨ）
Ｄ 浓度在 ５１ ～＜７５ ｎｍｏｌ／Ｌ 或 ２１ ～＜３０ ｎｇ／ｍＬ 时
为 ＶＤ不足［３］ 。
由于人体内 ９５％以上的维生素 Ｄ 来源于皮肤

经日晒在体内合成
［４］ ，而且我国北方地区由于纬度

高，冬天冷，日照时间短，影响了人们的户外活动，特
别是我国女性为了保持皮肤的白细，而有意避免日
晒，更容易造成维生素 Ｄ缺乏。
妊娠是妇女生命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激素水平

和代谢状况都有改变，也是维生素 Ｄ缺乏的一个高
发阶段，所需营养明显增加，据分析，为了满足胎儿
骨骼的生长和额外钙的需求，孕期 ＶＤ 的需求量将
增加 ４ ～５倍［５］ 。 所以如果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Ｄ的
补充，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Ｄ缺乏的增加。 孕妇维生
素 Ｄ的缺乏可能是一个普遍现象。 最近比利时做
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调查，从 ５５个产科门诊收集了
１３１１ 例孕妇，其中有 ７４畅１％孕妇维生素 Ｄ 不足［６］ 。
美国一项研究调查了 ８０ 例非洲籍美国青春期孕妇
在孕 ４个月后 ２５（ＯＨ）Ｄ的水平，４６畅２５％的孕妇维
生素 Ｄ缺乏［７］ 。 印度调查了 １３９ 个怀孕 ４ ～６ 个月
的妇女，其中 ７４％的孕妇患维生素 Ｄ缺乏［８］ 。 据分
析妇女孕期 ＶＤ的水平直接影响到胎儿的 ＶＤ的水
平

［９］ ，因此妇女孕期维生素 Ｄ 的水平缺乏或低下，
不仅影响到母亲也会影响到胎儿，可能影响婴儿的
生长发育和骨骼的正常矿化。 国内这方面的报道很
少。
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现

今计划生育工作中重要任务，母婴健康成为妇幼保
健的基本课题。 本文通过对育龄妇女以及孕妇维生
素 Ｄ水平的调查分析，以期对保护母婴健康，提高
围产期质量起到促进作用。

1　材料和方法
1畅1　对象

随机选取 ２０１１ 年冬季在我院产检的单胎妊娠
健康孕妇 ６３例，均为孕中期初产孕妇，孕龄为 １５ ～
２１ ｗ，留取清晨空腹血液标本。 同期选择 ３５例与孕
妇年龄相当的健康女性为对照组，同样采取血液标
本。 所有血液标本离心分离血清， －８０ ℃冻存待
测。
1畅2　方法

２５-羟维生素 Ｄ（２５（ＯＨ）Ｄ）的检测：采用英国
ＩＤＳ公司生产的酶联免疫试剂盒。 正常值范围为 ７５
～３７５ ｎｍｏｌ／Ｌ，本研究设定 ２５（ＯＨ）Ｄ低于 ２５ ｎｍｏｌ／
Ｌ为 ＶＤ重度缺乏；２５ ～＜５０ ｎｍｏｌ／Ｌ 为轻度缺乏；
５０ ～＜７５ ｎｍｏｌ／Ｌ为不足。

新生儿的测量：出生后即刻测量新生儿的体重、
身长和头围。
1畅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包（版本 １６）对数据进行分
析，双尾非成对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t-检验法比较两组间测定
值的差异。 ＶＤ与新生儿测量值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统计。 P ＜０畅０５被判定为统
计学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2畅1　２５-羟维生素 Ｄ的检测结果

２５-羟维生素 Ｄ的检测结果显示见表 １，所检测
的妇女中 ９９％的女性 ２５-羟维生素 Ｄ水平低于正常
值，有近 ９３％的妇女为维生素 Ｄ 缺乏，只有 １ 例对
照组妇女其 ２５ 羟 ＶＤ 水平属于正常。 其中孕妇维
生素 Ｄ水平（２８畅４０ ±９畅１９ ｎｏｍｌ／Ｌ）明显低于对照组
妇女（３８畅４６ ±１０畅７７ ｎｏｍｌ／Ｌ， P ＜０畅００１），两组维生
素 Ｄ 缺乏的比率分别为孕妇 ９６畅８％，对照组
８５畅７％，但孕妇组重度维生素 Ｄ缺乏的病例接近半
数，而对照组女性多数为（８５畅７％）维生素 Ｄ轻度缺
乏，无一例重度维生素 Ｄ缺乏，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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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２５羟维生素 Ｄ的水平
Table 1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２５-（ＯＨ）Ｄ

２５（ＯＨ）Ｄ水平 孕妇 对照组

例数 ６３ O３５ 档
均值（ｎｏｍｌ／Ｌ ±ＳＤ） ３８ 唵唵畅４６ ±１０ 牋畅７７ ２８ 蝌蝌畅４０ ±９ �畅１９
重度缺乏 （ ＜２５ ｎｏｍｌ／Ｌ） ４４ 览览畅４ （２８） ０（０）
轻度缺乏（２５-＜５０ ｎｏｍｌ／Ｌ） ５２ 挝挝畅４（３３） ８５ 44畅７（３０）
不足（５０-＜７５ ｎｏｍｌ／Ｌ） ３ 汉汉畅１７（２） １１ HH畅４（４）
正常（７５-３７５ ｎｏｍｌ／Ｌ） ０（０） ２ 44畅９（１）

2畅2　孕妇 ＶＤ水平对新生儿大小的影响
所测新生儿的 ３ 个径线，其中新生儿身长与孕

妇的 ＶＤ水平成显著正相关（r ＝０畅３２３， P ＜０畅０１）；
而新生儿体重以及头围与 ＶＤ 水平无相关性。 此
外，重度维生素 Ｄ缺乏孕妇其新生儿身长（５０畅１４ ±
１畅１４６ ｃｍ）小于轻度维生素 Ｄ缺乏和不足孕妇新生
儿身长（５０畅８６ ±１畅３５３ ｃｍ），P＜０畅０５。

3　讨论
维生素 Ｄ 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一种脂溶性维生

素，近年来发现维生素 Ｄ 缺乏累及的人群非常广
泛，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阶段［２］ ，而且与多种疾病
的发生有关，是目前社会所面临的严重健康问题。
有研究

［１０］
对居住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纬度为

２°）和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纬度为 ６畅５°）的 ５０４
个 １８ ～４０岁的非妊娠南亚女性进行了 ２５-羟维生素
Ｄ水平的检测，发现其平均 ２５-羟维生素 Ｄ 水平为
４８ ｎｏｍｌ／Ｌ，６０％的妇女 ２５-羟维生素 Ｄ 低于 ５０
ｎｏｍｌ／Ｌ。 有学者对 １９８０年至 ２０１１ 年之间发表的有
关维生素 Ｄ缺乏或不足的英文文章用 ｐｕｂｍｅｄ 进行
检索，总结不同人群、种族以及地区报道的维生素 Ｄ
缺乏的比率为 ４畅１％ ～５５畅０５％，维生素 Ｄ 不足为
２６畅０％～７８畅５％［１１］ 。 目前我国有关维生素 Ｄ 水平
的资料报道的非常少，本研究结果显示 ９９％的受检
女性 ２５ 羟维生素 Ｄ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值（≥７５
ｎｏｍｌ／Ｌ），维生素 Ｄ缺乏（ ＜５０ ｎｏｍｌ／Ｌ）的比率占到
受检妇女总数的 ９３％，说明中国女性是维生素 Ｄ缺
乏的高危人群。 因为维生素 Ｄ 主要来源是日晒，我
国北方地区纬度较高（北京为北纬 ３９畅９ 度），特别
是冬天日晒时间很短，纬度高不仅减少了日照时间，
而且降低日照能量，冬天天冷，多风，减少了人们的
户外活动时间。 此外污染严重也会影响紫外线的穿
透，导致日晒不足。 另外我国的传统文化所致，女性
以白为美，因此多数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有意避免
日晒，这可能是导致日晒不足的另一个原因。 目前
中国城市的女性多为室内工作者，早出晚归，不论工

作还是娱乐，多为室内，在户外的时间非常短，也是
导致日晒不足的另一原因。 一般天然的食物中很少
含有维生素 Ｄ，英国和加拿大已经有维生素 Ｄ强化
的奶制品或是果汁

［１２］ ，我国目前尚无维生素 Ｄ强化
食品。 我国女性维生素 Ｄ 水平低下可能是综合因
素所致。
妊娠是妇女生命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不仅由于

孕妇维生素 Ｄ的需求量增加，使其更容易患维生素
Ｄ缺乏，更重要的是孕妇维生素 Ｄ缺乏可能影响到
母婴两个人的健康。 目前孕妇维生素 Ｄ 缺乏越来
越多的受到学者的重视。 本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受检
女性维生素 Ｄ的水平均低于正常，但孕妇维生素 Ｄ
水平更低，而且发生重度维生素 Ｄ缺乏的比率孕妇
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在同一季节孕妇较同龄妇女
更容易患维生素 Ｄ 缺乏。 这与英国一篇文章报道
的结果一致

［１３］ ，Ｈｏｌｍｓ的研究提示中孕和晚孕孕妇
的维生素 Ｄ的水平和重度维生素 Ｄ 缺乏的患者均
较同龄对照组为高，但孕早期差异不大。 美国的一
篇文章也报道孕早期妇女其维生素水平与未孕对照

组无明显差异
［１４］ 。 这些结果提示可能早期孕妇维

生素 Ｄ的需求量无明显增加，而到了孕中期和孕晚
期，随着胎儿的增大，为了满足胎儿生长与器官机能
的需求，维生素 Ｄ 的需求量增加，从而使维生素缺
乏的比率增加。
在世界各地孕妇维生素 Ｄ 水平调查的资料报

道较多，如印度南部地区孕妇维生素 Ｄ缺乏发生比
率为 ３１％［１５］ ，希腊为 １９畅５％［１６］ ，伊朗为 ５畅７％［１７］ ，
爱尔兰的白人为 １４畅３％［１８］ 。 日本的一项研究结果
显示 ９３个孕妇有 １０ 个患有维生素 Ｄ 缺乏［１９］ 。 荷
兰对居住在海牙的不同种族背景的孕妇的维生素 Ｄ
水平做了调查，其中 ８％的白人和 ５９％ ～８４％的非
白人种的孕妇患有维生素 Ｄ 缺乏［２０］ 。 但我国这方
面研究的很少，本研究显示孕妇 ２５-羟维生素 Ｄ 的
平均水平（２８畅４０ ｎｏｍｌ／Ｌ）远低于美国北部地区匹兹
堡白人孕妇 ２５羟维生素 Ｄ的平均水平（８０畅４ ｎｏｍｌ／
Ｌ）［２１］ ，尽管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使不同的研究难
于直接进行比较，但本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孕妇患维
生素 Ｄ缺乏的危险性非常高，似乎远高于其他国家
和地区。
孕妇维生素 Ｄ水平低下，不仅影响到孕妇的健

康，而且可能影响到胎儿的健康。 因为胎儿维生素
Ｄ的水平以及维生素 Ｄ 的储存取决于孕妇的维生
素 Ｄ的水平，孕妇维生素 Ｄ水平低下会导致胎儿或
新生儿的维生素 Ｄ水平也不足［９］ 。 近年来发现，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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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维生素 Ｄ 水平低下与多种胎儿或儿童疾患的发
生有关，如软骨病或佝偻病、口腔疾病、糖尿病、自身
免疫性疾病、癌症、皮肤病、哮喘或过敏性鼻炎
等

［５，２２，２３］ 。 但维生素 Ｄ缺乏对胎儿大小的影响报道
并不一致，本研究表明中期孕妇维生素 Ｄ 的水平与
新生儿的身长成正相关，且重度维生素 Ｄ 缺乏孕妇
的新生儿的身长低于轻度维生素 Ｄ 缺乏和不足孕
妇的新生儿的身长，虽然相差较小，但有统计学差
异。 对新生儿生长的影响可能与维生素 Ｄ 对胎儿
长骨生长发育的影响有关。 已有报道孕妇维生素 Ｄ
缺乏，可以降低胎儿宫内长骨生长，使新生儿膝跟的
长度缩短

［２４］
以及胎儿骨化异常

［２５］ 。 但我们的研究
结果未发现维生素 Ｄ 缺乏对新生儿体重的影响。
曾经有报道，维生素 Ｄ缺乏可使新生儿出生体重降
低

［２６］ ，但也有研究表明孕妇维生素 Ｄ的水平与新生
儿的出生体重和大小无明显关系

［１５，２７］ ，维生素 Ｄ缺
乏对新生儿体重的影响可能与人种，地区以及环境
或维生素 Ｄ 缺乏的程度有关。 维生素 Ｄ 缺乏是否
影响胎儿的大小，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使
用维生素 Ｄ的治疗的研究。 此外，本研究未收集新
生儿父母的身高资料，父母的身高也是影响新生儿
身长的重要因素，因此，为进一步验证维生素 Ｄ 对
胎儿的影响，有待于大样本多因素的研究。
总之，冬季我国北方地区妇女维生素 Ｄ 水平明

显低于正常，特别是孕妇是维生素 Ｄ重度缺乏的高
危人群，而且孕妇维生素 Ｄ缺乏可能影响到胎儿的
生长发育，因此建议对孕妇产前进行常规维生素 Ｄ
水平的检测，并进行宣教，提高对维生素 Ｄ 知识的
认识，采用合理有效的措施预防维生素 Ｄ 的缺乏，
减少维生素 Ｄ不足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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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提高 ＣＣＯ活性，能够抑制炎症损害进程，增强
炎症中修复能力，从而保护脊髓神经细胞，具有与
ＭＰＳＳ 的类似作用，但是作用时效存在差异，这为
ＲＥＳ入药提供的实验依据。 本实验证实白藜芦醇能
够通过灌胃途径被吸收而发挥生物学作用，且实验
结果与本文著者前期白藜芦醇腹腔注射作用相

似
［１６］ ，并且具有口服制剂的特点。 本实验组推测

ＲＥＳ与 ＭＰＳＳ能够通过干预 ＭＰＯ与 ＣＣＯ，影响炎症
反应进程和预后，从而发挥神经细胞保护作用。 但
是两者可能在炎症反应中的作用位点不同。
总之，白藜芦醇通过管饲能够被吸收，依然具有

较高的生物安全性和生物学作用，可能通过调节髓
过氧化物酶与细胞色素 Ｃ 氧化酶活性活性而干预
脊髓组织的炎症反应，以保护损伤后的脊髓神经细
胞；有利于白藜芦醇口服制剂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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