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髂血管球囊预置用于凶险性前置胎盘剖宫产对出血量、

并发症及新生儿结局的影响

李倩，邵丹卉，赵童童，孙礼强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科，江苏徐州 221006）

【摘要】目的  探究髂血管球囊预置用于凶险性前置胎盘（PPP）剖宫产对出血量、并发症及新生儿结局的影响。方

法  回顾性分析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科收治的 PPP 剖宫产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止

血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传统组（传统方法止血）和球囊组（髂内动脉球囊预置后行剖宫产术），应用倾向性匹配评分法（卡

钳值 0.01，1:1）匹配两组，每组各纳入 40 例患者。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指标、术中及术后出血量、输血例数和输血量、

新生儿结局（Apgar 评分、体重）、术后并发症（产后发热、子宫切除、切口感染）。结果  球囊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均

低于传统组（P ＜ 0.05），术后体温高于传统组（P ＜ 0.05）；球囊组术中出血量、产后 12h 出血量、产后 24h 出血量均低

于传统组（P ＜ 0.05）；球囊组输血例数和输血量均低于传统组（P ＜ 0.05）；球囊组新生儿出生 1min、出生 5min Apgar

评分均高于传统组（P ＜ 0.05），组间新生儿出生时体重比较无显著差异（P ＞ 0.05）；球囊组并发症发生率（2.50% vs 

27.50%）低于传统组（P ＜ 0.05）。结论  髂血管球囊预置应用于 PPP 剖腹产患者，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术中、术后出血量，

还可以改善新生儿结局，术后并发症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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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Iliac Vascular Balloon Preset for Cesarean Section of Pernicious 
Placenta Previa on Bleeding Volume, Complications and neonatal Outcomes

LI Qian, SHAO Danhui, ZHAO Tongtong, SUN Liqiang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006,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liac vascular balloon preset on bleeding volume, complications 

and neonatal outcomes in cesarean section of pernicious placenta previa (PPP).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with PPP cesarean section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of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rom January 1, 2021 to January 31, 2024. According to different hemostatic method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raditional group (traditional hemostasis) and balloon group (cesarean section after preset internal iliac 

收稿日期：2024-01-06。

作者简介：李倩（1990—），女，汉族，江苏省徐州市人，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研究方向：妇产科学；邮箱（E-mail）：1021694891@qq.com；

  电话（Tel.）：13813453061；通信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金域华庭 6-1-201。

通信作者：孙礼强（1983—），男，汉族，江苏徐省州市人，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围产医学；邮箱（E-mail）：slq831206@163.com；

  电话（Tel.）：15150017618；通信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淮海西路 99 号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2 号楼 7 楼产科。



《生物医学工程学进展》2024 年第 45 卷第 4 期    临床医学与卫生保健服务·406·

0 引言

凶险性前置胎盘（Pernicious Placenta Previa，
PPP）指剖宫产史孕妇再次妊娠时胎盘附着于原子

宫瘢痕处，常伴有胎盘植入和胎盘粘连，是产科常

见的危急重症之一，可导致难以控制的产后出血、

休克、子宫切除等严重并发症 [1]。随着我国生育政

策的改变和剖腹产率的增加，PPP 发生率有所提高，

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对于 PPP 孕产妇

及新生儿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2]。子宫缝合、宫腔填

塞、盆腔血管结扎等术式是 PPP 剖宫产时主要的止

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患者术中、术后出血

量，但术中子宫创面缝合存在较大难度，部分患者

大量出血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患者面临的子宫切除

风险、死亡率仍然较高 [3]。近年来，动脉球囊介入

治疗方案成为预防前置胎盘患者剖宫产及术中、术

后出血较为安全、有效的术式 [4]。已知子宫 90% 的

血供来自髂内动脉前支，研究发现，待剖宫产胎儿

娩出后暂时性阻断髂内动脉脐血流，可以减少子宫

的主要血液供应量和动脉压，有助于创面止血，保

障母胎安全 [5]。故本研究将探究双侧髂内动脉球囊

阻断术对 PPP 剖宫产出血量、并发症及新生儿结局

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本院产科收治的 PPP 剖宫产患者临床资料。纳入

标准：①既往有剖宫产史，胎盘附着于瘢痕部位，

经彩超或核磁共振检查高度怀疑为 PPP[6]；②孕周

大于 34 周；③年龄大于 18 岁；④单胎；⑤临床资

料完整。排除标准：①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严重

妊娠并发症者；②因大出血急诊手术者；③介入手

术禁忌症者；④病情严重、生命体征不稳定者；⑤

严重凝血功能障碍者。根据止血方法的不同将患者

分为传统组（传统方法止血）和球囊组（髂内动脉

预置球囊后行剖宫产术），应用倾向性匹配评分法

（卡钳值 0.01，1 ∶ 1）匹配两组，每组各纳入 40
例患者。两组基线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5），

如表 1 所示。本研究已获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

核批准。

1.2 方法

两组主刀医生均选择实践能力强且经验丰富

者。传统组常规进行剖宫产手术操作，术中采用传

统方法止血，根据胎盘植入、胎盘粘连、术中出血

量情况选择采用宫腔填塞、局部缝合、加压缝扎、

artery balloon).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caliper=0.01, at a ratio of 1:1) was used to match the two groups, 

and 40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each group. The surgical indicators,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s, 

the number of blood transfusion cases and blood transfusion volume, neonatal outcomes (Apgar score, body weight)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postpartum fever, hysterectomy, incision infe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urgical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ballo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raditional group (P ＜ 

0.05), and the postoperative body temperatur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raditional group (P ＜ 0.05). Th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 bleeding volume at 12 h after delivery and bleeding volume at 24 h after delivery in balloon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traditional group (P ＜ 0.05), and the blood transfusion rate and average blood transfusion volume 

were lower or less than those in traditional group (P ＜ 0.05). The neonatal Apgar scores at 1 min and 5 min after birth in 

ballo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raditional group (P ＜ 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eonatal 

birth weigh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The total incidence rate of complications in ballo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raditional group (2.50% vs 27.50%) (P ＜ 0.05). Conclusions The application of iliac vascular balloon 

preset in patients with PPP cesarean section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s, but also improve the neonatal outcomes, with few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Key words】Pernicious Placenta Previa; Iliac Vascular Balloon Preset; Cesarean section; Hemo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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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缝扎等措施进行止血，术中严密监测患者生命

体征，注意保暖，进行及时合理的容量复苏和成分

输血，术后常规使用抗生素和缩宫素，随访恶露、

胎盘残留情况。

球囊组采用髂血管球囊预置后行剖宫产术。具

体步骤如下。①于剖宫产术前，常规消毒患者双侧

腹股沟，在减影血管造影系统的显影下，经双侧股

动脉入路置入 5F 动脉鞘，将 5F 球囊导管分别插管

至双侧髂内动脉。②充盈球囊后用稀释对比剂造影，

造影剂滞留于气囊动脉各分支内，排空球囊，将球

囊导管体外段固定于体表，立即转至手术室行剖宫

产术。③剖宫产术中间歇性排空及充盈球囊，连续

充盈时间不宜超过 20min，胎儿娩出后剪断脐带，

予生理盐水充盈双侧球囊，阻断髂内动脉血流。

④术后检查患者创面及阴道有无活动性出血。若阴

道有活动性出血，则行子宫动脉栓塞；若阴道无活动

性出血，则完全排空球囊，拔管及鞘，穿刺点弹力绷

带加压包扎，双下肢制动 24h。术后操作同传统组。

1.3 观察指标

（1）手术指标：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

后体温、住院时间。

（2）出血量：比较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产

后 12h 出血量、产后 24h 出血量。剖宫产术中失

血测量：在胎儿娩出后，记录分娩过程中羊水和

血混合液体量，测定血液与羊水混合液中红细胞压

积（Hematocrit，HCT）含量，羊水中血量 =（总

羊水和血混合液体量 × 羊水中 HCT）/ 产前血

HCT×100%。产后出血量测量：称重产垫的质量

变化，失血量（mL）=[ 产垫湿重（g）- 产垫干重

（g）]/1.05（血液相对密度 g/mL）。

（3）输血例数和输血量：比较两组患者输血

例数和输血量。

（4）新生儿结局：比较两组新生儿Apgar评分 [7]

和体重。

（5）术后并发症：比较两组患者产后发热、

子宫切除、切口感染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所采集数据均使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年龄、孕次、孕周、手术指标等）

均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

采用 LSD-t 或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合并症、并

发症等）以 n（%）表示，经 x2 检验分析，P ＜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手术指标比较

球囊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均低于传统组（P ＜ 

0.05），术后体温高于传统组（P ＜ 0.05），如表 2
所示。

表 1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x±s，n）
Tab.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x±s, n)

组别 n 年龄 / 岁 孕次 / 次 孕周 / 周 入院时 BMI/（kg/m2）
合并症

胎盘粘连 胎盘植入

传统组 40 31.48±2.82 2.49±0.57 35.82±0.46 26.86±2.54 15 10

球囊组 40 32.17±2.46 2.57±0.59 35.74±0.41 27.03±2.64 13 11

t/x2 1.166 0.617 0.821 0.293 0.220 0.065

P 0.247 0.539 0.414 0.770 0.639 0.799

表 2 两组手术指标比较（x±s）
Tab.2 Comparison of surgical paramet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x±s)

组别 例数 / 例 手术时间 /min 术后体温 /℃ 住院时间 /d

传统组 40 148.26±41.28 36.85±0.32 8.57±1.28

球囊组 40 106.52±18.63 37.23±0.54 6.23±1.06

t 5.829 3.829 8.905

P ＜ 0.001 0.009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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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出血量比较

球囊组术中出血量、产后 12h 出血量、产后

24h 出血量均低于传统组（P ＜ 0.05），如表 3 所示。

2.3 两组输血例数和输血量比较

球囊组输血例数和输血量均低于传统组（P ＜   

0.05），如表 4 所示。

2.4 两组新生儿结局比较

球囊组新生儿出生 1min、出生 5min Apgar 评分

均高于传统组（P ＜ 0.05），组间新生儿出生时体

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如表 5 所示。

2.5 两组并发症比较

球囊组并发症发生率（2.50% vs. 27.50%）低

于传统组（P ＜ 0.05），如表 6 所示。

3 讨论

在正常妊娠情况下，胎盘附着在子宫壁上，

远离宫颈内口，若胎盘下缘到达宫颈内口或覆盖宫

颈内口且附着在剖宫产后的子宫瘢痕处，则会形成

PPP。由于子宫瘢痕处营养匮乏，附着在此处的胎

盘吸收不到充足的营养，可能会向子宫外部生长，

发生胎盘植入 [8]。根据相关研究报道，并发胎盘植

入的剖宫产产妇术中、术后发生严重出血的风险明

显增加 [9]。故 PPP 剖宫产产妇易发生难以预测和控

制的围生期大出血，这是当前孕产妇分娩期死亡的

主要原因之一 [10,11]。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改变、高

表 3 两组出血量比较（x±s）
Tab.3 Comparison of bleeding volu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x±s)

组别 例数 / 例 术中出血量 /mL 产后 12h 出血量 /mL 产后 24h 出血量 /mL

传统组 40 985.17±196.74 128.46±16.75 167.15±24.32

球囊组 40 752.85±114.21 99.62±13.76 122.73±23.57

t 6.459 8.414 8.295

P ＜ 0.001 ＜ 0.001 ＜ 0.001

表 4 两组输血例数和输血量比较 [n（%），x±s]
Tab.4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blood transfusions and the amount of blood transfus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n (%), x±s]

组别 例数 / 例 输血例数 / 例 输血量 /mL

传统组 40 26（65.00） 713.74±152.47

球囊组 40 17（42.50） 446.48±82.52

t/x2 4.073 9.750

P 0.044 ＜ 0.001

表 5 两组新生儿结局比较（x±s）
Tab.5 Comparison of neonatal outcom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x±s)

组别 例数 / 例
Apgar 评分 / 分

出生时体重 / kg
出生 1min 出生 5min

传统组 40 6.95±0.15 8.23±0.25 2.32±0.59

球囊组 40 7.23±0.16 8.96±0.23 2.34±0.56

t 8.074 13.591 0.155

P ＜ 0.001 ＜ 0.001 0.877

表 6 两组并发症比较 [n（%）]

Tab.6 Comparison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组别 例数 / 例 产后发热 子宫切除 切口感染 总发生率

传统组 40 3（7.50） 7（17.50） 1（2.50） 11（27.50）

球囊组 40 1（2.50） 1（2.50） 1（2.50） 3（2.50）

x2 5.541

P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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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产妇群体及剖腹产率的增加，PPP 发生率呈上升

趋势 [2]。针对 PPP 的临床处理是产科面临的一项巨

大挑战，尤其是对伴有胎盘植入、胎盘粘连的患者。

子宫缝合、宫腔填塞等术式是临床 PPP 剖宫产的主

要止血方式，但术中子宫创面缝合存在较大难度，

部分患者的大出血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患者面

临的子宫切除风险较大、死亡率较高 [12]。动脉球

囊介入术采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将球囊植入

PPP 患者特定血管，填充球囊阻断血流从而达到术

中止血的辅助治疗目的。有研究证实，双侧髂内动

脉球囊阻断术的应用可以有效降低 PPP 患者术中大

出血及子宫切除风险，避免严重不良妊娠结局的发

生，保障母婴安全 [13]。

本研究结果显示，球囊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

术中出血量、产后 12h 出血量、产后 24h 出血量、

输血例数和输血量均低于传统组，术后体温高于传

统组，说明预置髂血管球囊可以有效减少 PPP 剖宫

产术中、术后出血量，缩短手术时间，提升术后体

温，有助于缩短患者康复进程，这与黄敏等 [14] 的

研究结果相符。剖宫产手术过程中术野皮肤暴露与

消毒、对流、蒸发等均使产妇机体散热增加，在术

中出现低体温，加之剖宫产中胎儿、胎盘娩出，产

时大量出血增加散热，导致产妇产后体温大幅下降，

低体温的发生可引起凝血功能紊乱、减少泌乳素分

泌。另外，产后出血是目前我国孕产妇死亡的重要

危险因素 [15]，提示了降低剖宫产产妇低体温和产后

大出血发生率的重要性。剖宫产前预置髂血管球囊，

待胎儿娩出后，用生理盐水充盈双侧球囊，阻断髂

内动脉血流，术中间歇性排空或充盈球囊，可以实

现暂时性阻断子宫血供，有效降低子宫动脉处压力，

有助于术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创面迅速止血，为

产科医生制订合理的方案预留时间。此外，减少术

中大量失血还可以预防产妇低体温。

Apgar 是评估新生儿出生时生命素质的常用方

法之一，1min 评分反映在宫内的情况，5min 以后

评分则反映复苏效果，与新生儿预后关系密切。

本研究结果显示，球囊组新生儿出生 1min、出生

5min Apgar 评分均高于传统组，说明髂血管球囊预

置应用于 PPP 剖宫术患者，可以在止血的同时确保

新生儿的健康状况。前置胎盘会引起产妇反复出血，

胎盘供血减少，胎儿可能出现长期或短期的缺血缺

氧，发生宫内窘迫甚至窒息。在胎儿娩出前预置髂

血管球囊可以阻断一侧髂内动脉血流，控制母体大

量失血，降低失血速度，从而改善新生儿预后。另外，

髂血管球囊预置可以缩短剖腹产手术时间，在一定

程度上也有助于改善新生儿结局 [16]。

产妇剖宫产产后发热是较常见的现象，可能因

素有手术吸收热、泌乳热、腹部切口感染、子宫切

口感染等。PPP 产后出血是剖宫产产妇常见的并发

症之一，当出血难以控制以致危及生命时，需要切

除子宫以保障产妇生命安全 [17]。本研究结果显示，

球囊组产后发热、子宫切除并发症发生率低于传统

组，说明髂血管球囊预置应用于 PPP 剖腹产产妇，

可以有效提高子宫保留率，这主要与髂血管球囊预

置可以减少术中和产后大出血有关。

综上所述，髂血管球囊预置应用于 PPP 剖腹产

患者，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术中、术后出血量，还可

以改善新生儿结局，术后并发症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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