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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孕妇血液、胎盘与新生儿全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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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西宁市 35 例分娩孕妇血液、脐血及胎盘中的铁元素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 , 母血

中铁元素含量低于脐血中的含量 , 并且差异具有高度显著性 ( P < 0101) ; 胎盘中铁的含量高于其

他地区正常分娩孕妇胎盘中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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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是人体的必需微量元素 , 在营养、生化、免疫、遗传、优生优育、延缓衰老、儿童及孕妇

保健、心血管疾病及癌症防治等研究中显示出了重要的生化活性、营养作用、生理功能和临床意

义。铁在整个妊娠期和胎儿发育生长过程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中、晚期妊娠的孕妇铁

缺乏的患病率在 50 %左右[1 ]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 铁元素是通过胎盘逆浓度梯度从孕妇转运至

婴儿体内。随着胎儿的发育 , 孕妇对营养元素的需求量增大。本文研究了母血与胎盘中铁元素的

含量及其相关性 , 旨在探讨围产期监护、优生优育和妇产科缺素病症诊治的医学新方法。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 　象

正常分娩孕妇 35 例 , 其中 31 例样本采自青海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 , 4 例采自西宁市东关

回民医院妇产科 , 孕妇职业多为工人和干部 , 少数为郊区农民 , 生活水平普遍较好 , 新生男婴

19 例 , 女婴 16 例 , 全部正常 , 无先天畸形。

112 　方 　法

孕妇产前取静脉血 3～4 mL , 胎儿生产后挤取脐带血 4～5 mL , 分别至于洁净的塑料管内冷

藏 , 并及时测定。全血充分摇匀 , 准确吸取全血 2100 mL 于 10 mL 瓷坩埚中 , 于 60～80 ℃的烘箱

中烘干。放入高温电炉 , 从低温升至 500 ℃, 充分灰化 3～4 h , 灰分用 5 mL 1∶1 HNO3 溶液溶解 ,

在 50 mL 容量瓶中用去离子水定容。稀释 5 倍后用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孕妇分娩后 , 在胎盘相

同位置剪取胎盘样品 , 用蒸馏水冲洗干净 , 80 ℃下烘干 , 研碎后称取 01500 0 g 灰化后同血液方

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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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1 　孕妇及新生儿一般生理常数

孕妇年龄 20～30 岁 , 身体健康 , 无严重疾病史 , 婴儿均无先天畸形 , 全部为自娩顺产 , 孕

妇及新生儿一般生理指标见表 1。
表 1 　一般生理指标

项 　目 珋x ±s

孕妇年龄/ 岁 25180 ±2143

孕期/ 周 39172 ±1177

产前血压/ kPa (1415 ±117) ～ (919 ±118)

产后血压/ kPa (1413 ±115) ～ (916 ±112)

胎儿体重/ kg 3101 ±0152

胎儿身长/ cm 49157 ±3142

212 　母血和脐血中的铁含量

35 例分娩孕妇血液和胎儿脐血铁元素含量水平与标准差见表 2 , 从表中看出 , 铁含量脐血明

显高于母血 , 经 t 检验呈极显著差异 ( P < 0101) 。
表 2 　母血、脐血和胎盘中铁元素的含量 (珋x ±s)

样 　品 例 　数 ρ (Fe) / mg·L21

分娩孕妇血液 35 28816 ±3115

脐血 35 31512 ±2719

t 检验 31436

P 值 < 0101

213 　胎盘及其他地区胎盘组织中的铁含量及其对比

35 例被测孕妇胎盘中铁含量与其他地区报道过的胎盘组织中的含量对比见表 3。

表 3 　胎盘及其他组织中铁含量对比

样 　品 例 　数 ω (Fe) / 1026

分娩孕妇胎盘 35 62716 ±7918

胎盘组织[2 ] 42 24210 ±9213

214 　讨 　论

本研究中发现分娩孕妇血液中的铁元素含量 (28816 ±3115) mg/ L 比报道过的南京地区 43 例

正常人体血液中的铁含量 (36814 ±6216) mg/ L[2 ]低 21166 % , 比脐血中的铁含量低 8144 % , 说明

孕妇在妊娠期血液中的铁元素含量明显降低。孕妇缺铁易引发缺铁性贫血症。严重的缺铁性贫

血 , 不仅对孕妇的生活质量 , 包括生活、工作能力和耐力、应激储备能力等有不良的影响 , 而且

会导致机体免疫功能降低 , 使感染易感性增强 , 促使红细胞的寿命缩短 , 加重贫血 , 并可能引起

甲状腺功能的降低等全身性改变[3 ] 。孕妇缺铁也会影响到胎儿的健康 , 直接影响机体的运氧能

力 , 造成母亲与胎儿慢性缺氧 , 胎儿发育障碍[4 ] ; 而且会使胎儿早产率和围产儿病死率明显提

高[5 ] 。孕妇血液铁含量低于脐血中的含量 , 证明了孕妇对胎儿的铁供给存在“有限无私”的关

·73·

　　　　广东微量元素科学
　2003 年 　 　 　 　 　 GUANGDONG WEILIANG YUANSU KEXUE 　 　 　 　 第 10 卷第 10 期 　



系[6 ] 。因此孕妇在妊娠期应该注意补铁。据研究发现 , 维生素 C、氨基酸、果糖、脂肪和肉类等

能够增加铁的吸收[7 ] , 孕妇可以多食含上述物质较多的食物 , 以提高体内铁的含量水平。

在测定的 35 例分娩孕妇胎盘中铁的含量高达 (62716 ±7918) ×10 - 6 , 明显高于报道过的其它

地区的含量。这可能是由于西宁处于高海拔地区 , 各种独特的气候及其它因素决定了人体内血红

素含量高 , 对铁的需求量较大。胎盘中的铁含量较高 , 说明孕妇在妊娠期胎盘对铁进行富集 , 铁

通过胎盘逆浓度梯度从孕妇转运至婴儿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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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Iron in Blood and Placentas of

Pregnant Women and Their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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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oncentration of iron was determined in placentas and blood of 35 healthy pregnant women and

their infants in Xining c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iron in pregnant women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ir infants ,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iron between them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 P < 0101) ;

the concentration of iron in tested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othe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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