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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骨发育不全的产前诊疗进展
宫晓丽　魏瑗　赵扬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要】　成骨发育不全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结缔组织病，遗传方式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和常染色体显
性遗传，现已发现１５种致病基因，最常见为犆犗犔１犃１和犆犗犔１犃２，各基因型对应的临床表型不完全相
同，致病机制复杂。临床上主要通过产前超声检查发现可能与成骨发育不全有关的骨骼异常，使用“连
续顺序追踪超声法”可提高产前胎儿肢体畸形检出率，ＥＭＱＮ推荐的ＯＩ分子遗传学诊断流程可帮助明
确产前诊断思路，无创产前诊断技术在产前诊断单基因病上初见成效，有望将来在临床推广。利用间充
质干细胞宫内治疗成骨发育不全在动物模型和人体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宫内基因治疗尚处于初始研
究阶段，两者对成骨发育不全的宫内治疗有着重大的意义，需要深入研究以解决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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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骨发育不全（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ＯＩ）又
称脆骨病（ｂｒｉｔｔｌｅｂｏｎｅｄｉｓｅａｓｅ），是一种罕见的先天
性结缔组织病，具有家族性和遗传性，也有少数为基
因突变产生的散发病例，主要表现为骨脆性增加、骨
密度降低，部分患者也会伴有其他器官的异常，如蓝
巩膜、耳聋、关节松弛、牙质发育不全及肌肉力量薄
弱等，病情的严重程度从轻微几乎无症状到导致围
产儿死亡，其发病率为１／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５月我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将其收录其中。

１　成骨发育不全的分型与遗传

ＯＩ分型最为经典的方式是Ｓｉｌｌｅｎｃｅ等［２］在
１９７９年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特征将ＯＩ分
为Ⅰ～Ⅳ型，这４种类型最主要的形成原因是编码
Ⅰ型胶原蛋白的基因犆犗犔１犃１或犆犗犔１犃２发生突
变；随后Ｇｌｏｒｉｅｕｘ等［３５］又依据Ⅳ型特殊的临床表
现，将其扩展为Ⅴ～Ⅷ型。随着分子遗传学技术的
进步，越来越多的与ＯＩ相关的基因被发现，ＯＩ的分
型也根据新基因发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列出，但此种

分型方式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６］，２０１５年发布的遗
传性骨骼疾病的疾病学和分类（ＴｈｅＮｏｓ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中依旧
采用了依据临床表型（而非分子类型）分类的办法将
ＯＩ分为Ⅰ～Ⅴ型［７，８］（表１）。

本病的遗传方式以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为主，致
病基因有５０％的几率遗传给下一代，但在同一家系
内，其临床表型也不全然相同。张浩等［９］对中国
１２３个ＯＩ家系进行分析，发现有１７．１％的家系存在
表型不一的现象，且先证者的表型均较其他家庭成
员严重，其中有２例先证者的甲基化程度高于他们
的母亲，１例先证者的父亲存在体细胞基因镶嵌（未
检测生殖细胞），父亲表型只有蓝巩膜，身高矮，并无
骨折，这与Ｐｙｏｔｔ等［１０］的发现相同，有基因镶嵌的
父亲或母亲其表型较轻甚至正常，但此类夫妻若生
育的第一胎为致死型ＯＩ，生育第二胎时，复发率达
２７％，这可能与生殖细胞镶嵌突变有关。同时也有
研究［１１］支持这种个体表型的差异可能是由ＤＮＡ甲
基化导致。这就提示我们对于父母ＯＩ表型轻微或
正常的家系，也应警惕胎儿严重ＯＩ的发生，需要进
行产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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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ＯＩ分型及临床表现一览表
分型相关基因遗传方式 临床表现
Ⅰ 犆犗犔１犃１

犆犗犔１犃２
ＡＤ 身高正常或近乎正常、听力下降、蓝巩膜；极少数患者牙本质发育不全、轻度骨质疏松、骨折次数少、轻微或

无骨畸形；多有家族史
Ⅱ 犆犗犔１犃１

犆犗犔１犃２
犆犚犜犃犘
犔犈犘犚犈１
犘犘犐犅

ＡＤＡＲ 短肢、出生时体重低、蓝巩膜、串珠状肋骨、出生时或宫内骨折、颅骨发育迟缓、青蛙腿、扁平髋臼及髂骨翼；
早产，一般围产期死亡

Ⅲ 犆犗犔１犃１
犆犗犔１犃２
犆犚犜犃犘
犔犈犘犚犈１
犘犘犐犅

犛犈犚犘犐犖犎１
犅犕犘１
犉犓犅犘１０
犘犔犗犇２

犛犈犚犘犐犖犉１
犛犘７
犠犖犜１

犜犕犈犕３８犅
犆犚犈犅３犔１
犛犈犆２４犇

ＡＤ、ＡＲ身材矮小、三角脸、前额突出、小颌畸形、听力下降；出生时多蓝巩膜，随着年龄增大而变正常，牙本质发育不
全，严重的周身性骨质疏松、有爆米花样骨骺板、颅底塌陷；出生时存在多次骨折致四肢、脊柱畸形

Ⅳ 犆犗犔１犃１
犆犗犔１犃２
犆犚犜犃犘
犘犘犐犅
犉犓犅犘１０
犛犈犚犘犐犖犉１
犛犘７
犠犖犜１

ＡＤ、ＡＲ矮小、听力下降、巩膜正常、牙本质发育不全、脊柱侧弯或后凸、双凹扁平椎体；由于多次骨折使四肢弯曲，首
次骨折可以发生在宫内、分娩期以及新生儿期，常在新生儿期被发现

Ⅴ 犐犉犐犜犕５ ＡＤ 身高正常或矮小、骨脆性中重度、前臂旋内旋外功能受限、增生性骨痂、骨间膜钙化导致桡骨二次脱位、长
骨体附近有放射状带

　　注：ＡＤ表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ＡＲ表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２　成骨发育不全的产前诊断

严重的ＯＩ导致不良的围产结局，给家庭和社
会造成沉重的负担，给患者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
一项针对ＯＩ患者监护人的研究表明［１２］，当患者病
情严重，身体功能下降时，监护人的压力更大，生活
质量评分（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ＱＯＬ）更低。近年来，影像
学和分子遗传学新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此类患儿的出生。

临床上主要通过产前超声检查发现可能与ＯＩ
有关的骨骼异常，ＯＩ的分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超
声检查的结果，严重的Ⅱ型在妊娠１４～１６周就会出
现骨骼的异常改变，典型的超声表现为四肢短小且
长骨短粗、弯曲、多处骨折并骨折后成角；胸廓变形；

颅骨柔软变薄［１３］。其他类型的ＯＩ超声表现出现较
晚且不典型，有些仅表现为股骨较相同孕龄胎儿正
常预测值短，部分轻型的超声结果可为正常。对怀
疑有胎儿骨骼发育异常的应定期复查，避免漏诊。
２００３年李胜利等［１４］首次提出了“连续顺序追踪超声
法”，该法的产前胎儿肢体畸形检出率高达８７．６％。
同时还应注意与软骨发育不全的鉴别。
２０１０年欧洲分子遗传实验质控网（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ＭＱＮ）。针
对ＯＩ制定了分子遗传学诊断实践指南［１５］，建议首
先对最常见的犆犗犔１犃１、犆犗犔１犃２致病基因进行检
测，当这两项基因未发现异常时，再检测其他基因，
具体流程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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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ＥＭＱＮ推荐的ＯＩ分子遗传学诊断流程

　　此流程同样适用于产前诊断，避免了患病胎儿
的出生，应用于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
（ｐｒ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ＰＧＤ），可从根
本上杜绝患病胎儿的形成。ＡｎｉｃｋＤｅＶｏｓ等［１６］报
道了两对夫妻中的一方分别为ＯＩⅠ型和ＯＩⅣ型
患者，经ＰＧＤ均顺利妊娠并分娩健康的双胞胎；
２０１８年陈大蔚等［１７］报道了国内首例犆犗犔１犃２基因
突变ＰＧＤ，患者孕期行脐血穿刺显示为正常胎儿，
孕３７周分娩一健康女婴，随访至１岁各项指标无异
常。对于检测发现的非经典基因变异，尚不能确定
其与ＯＩ表型的关系，需做好遗传咨询。

自１９９７年卢煜明等［１８］发现母体外周血中存在
胎儿游离ＤＮＡ（ｃｅｌｌｆｒｅｅｆｅｔａｌＤＮＡ，ｃｆｆＤＮＡ）后，随
着下一代测序技术（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ＧＳ）的诞生，基于ＮＧＳ的无创产前检
测技术（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ＮＩＰＴ）被应
用于临床并快速发展，相比于有创的产前诊断，
ＮＩＰＴ具有无创、低风险、可早期获得结果等优点。
现主要用于筛查２１三体、１８三体和１３三体，部分
实验室也用来筛查性染色体异常，一项Ｍｅｔａ分析
显示ＮＩＰＴ对筛查２１三体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
为９９．３％和９９．９％［１９］。随着研究的深入，利用
ｃｃｆＤＮＡ对单基因病进行无创产前诊断（ｎｏ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ＮＩＰＤ）也初见成效，如
软骨发育不全（ａｃｈｏｎｄｒｏｐｌａｓｉａ，ＡＣＨ）和致死性骨
发育不全（ｔｈａｎａｔｏｐｈｏｒｉｃ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ＴＤ）［２０］，先天性

肾上腺皮质增生症（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ａｄｒｅｎａｌ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ＣＡＨ）［２１］、囊性纤维化（ｃｙｓｔｉｃ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ＣＦ）［２２］、血友
病等［２３］。Ｙｉｎ等［２４］首次报道利用ＮＩＰＤ对ＯＩ的
犆犗犔１犃１新发突变进行诊断，１例妊娠２６周的女性
行超声检查考虑胎儿可能患有ＯＩ，在妊娠３０周时
行脐血穿刺并留取母体外周血５ｍｌ，经Ｓａｎｇｅｒ测序
验证，患儿的犆犗犔１犃１突变不来自父母，为新发突
变，结果与研究者利用假四倍体基因型（ｐｓｅｕｄｏ
ｔｅｔｒａｐｌｏｉｄ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ＰＴＧ）算法进行无创产前检
测的结果一致。这项研究表明ＰＴＧ算法可帮助
ＮＩＰＤ技术诊断新发突变，而不需要通过父母验证。
在此基础上随着技术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单基因
病可在产前被诊断出来。

３　成骨发育不全产前治疗

目前对于ＯＩ的治疗主要是出生后通过药物提
高骨密度、降低骨吸收、减少骨折来改善症状，同时
辅以手术矫正畸形，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生
活质量，最常用的药物为二磷酸盐，静脉使用二磷酸
盐可诱导ＯＩ患儿椎体压缩性骨折后重建，但对预
防脊柱侧凸并没有明显的效果，有报道显示首次注
射二磷酸盐可能会出现流感样综合征，其特征为发
烧、肌肉疼痛和呕吐［２５］，另外，口服二磷酸盐的作用
尚不明确［２６，２７］。其他的药物包括狄诺塞麦、合成代
谢制剂等［６］，其有效性和安全性需要更多的临床数
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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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Ｉ的最佳治疗窗口是在宫内，近几年对ＯＩ的
宫内治疗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间充质干细胞［２１］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ＭＳＣｓ），是仅次于造血干
细胞（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ＨＳＣ）、临床研究最
为广泛的一种多能干细胞，来源于成人骨髓、脂肪，
或胎盘、脐血及孕早期胎儿的外周血、肝脏等，具有
分化为骨、软骨、肌肉和脂肪等其他相关组织的能
力［２９］。组织受到损害后，释放出基质细胞衍生因
子１（ｓｔｒｏｍａｌｃｅｌｌ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１，ＳＤＦ１）等趋化因
子，ＳＤＦ１的主要受体为犆犡犆犚４，犆犡犆犚４广泛表达
在与血管和器官生成有关的细胞（如干细胞）和组
织，趋化因子在损伤周围形成化学梯度使干细胞定
向归巢并分化成相应的细胞进行修复［３０］。相对出
生后使用干细胞治疗，在宫内时胎儿免疫系统对
ＭＳＣｓ无排斥反应，且产生免疫耐受，也无需清除骨
髓细胞［３２３４］。已有较多动物试验证实了ＭＳＣｓ对
ＯＩ的宫内治疗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３５３８］，在此基
础上，有研究者将其应用于人体［３９，４０］。
２００５年，１例２６岁的瑞典女性在妊娠１５周时

做超声检查发现胎儿的股骨长低于５ｔｈ，羊水穿刺
结果显示染色体核型正常；妊娠２４～２７周的超声检
查发现胎儿发生了股骨成角骨折，考虑诊断为ＯＩ；
妊娠３０周时医生建议尝试ＭＳＣｓ的宫内治疗，在充
分了解试验风险后，夫妇选择使用ＭＳＣｓ治疗。Ｌｅ
等将来源于妊娠早期人工流产的男性胎儿肝脏的
ＭＳＣｓ（志愿者捐献）进行分离培养，在妊娠３２周的
时候将总量６．５×１０６、存活率９０％的ＭＳＣｓ经脐静
脉穿刺注射到胎儿体内。妊娠３５周时发生胎膜早
破，后经剖宫产分娩一女婴，出生体重１６６９ｇ，身长
位于３ＳＤ，头围位于２．５ＳＤ，有着典型的ＯＩ外观
（前额突出、颅骨软、胸廓不对称等），Ｘ线显示骨质
减少，多处陈旧性骨折及股骨新发骨折，经治疗后３
周出院；４个月的时候因脊柱压缩性骨折开始使用
二磷酸盐治疗；随后的２年内只发生过２次可疑骨
折，１次因跌落导致的骨折，患儿的身高和体重沿
５ＳＤ生长曲线生长；但是到６～８岁时身高生长速度
减慢，骨折次数也增多，因此在８岁２个月的时候患
儿接受了第二次ＭＳＣｓ注射（２．８×１０６个／ｋｇ，
ＭＳＣｓ来自于同一产前捐献的胎儿肝脏），随后的２

年该患儿没有发生过骨折，生长曲线从６．５ＳＤ升
至６ＳＤ，骨质也在增加；在１０、１２、１３岁的时候又分
别接受了支持剂量的ＭＳＣｓ注射（均来自与产前相
同的捐献肝脏），未再发生骨折，生长情况也在持续
改善。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均没有发生免疫反应，这
可能跟在宫内就建立了免疫耐受有关。该患儿经基
因检测被诊断为ＯＩⅢ型患者。

另一名ＯＩⅣ型患儿来自新加坡，他接受了与
上述患儿类似的治疗过程，在产前３１周时注射总量
为４０×１０６的ＭＳＣｓ，出生后１个月因骨质减少开
始使用二磷酸盐治疗，直至１岁无新发骨折，并沿生
长曲线生长（第３百分位数），后因生长出现平台期，
在１岁７个月的时候补充注射ＭＳＣｓ（１０×１０６个／ｋｇ），
之后继续生长并开始走路。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产前产后联合使用
ＭＳＣｓ治疗非致死型ＯＩ是安全且有一定效果的，除
前述２个病例外，仍有尚未报道的治疗病例［２８］，其
确切的治疗效果及远期并发症还需要更多的临床研
究进行探索。

宫内干细胞治疗虽取得进步，并不能针对病因
彻底治愈ＯＩ，最根本的办法是基因治疗。基因治疗
是通过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正常基因或有治疗作用的
基因整合到人体相应靶细胞，用以纠正因基因突变
等造成的基因缺陷，最终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基
因治疗分为两种：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和体细胞基因
治疗。就目前的法律只允许对人体进行体细胞基因
治疗［４１］。对胎儿进行宫内基因治疗（ｉｎｕｔｅｒｏｇｅｎ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ＵＧＴ）的方式有两种，一种为将携带正常
基因的载体输入到胎儿的脐血，羊膜腔或脏器内，常
用的载体有病毒和非病毒载体；另一种为在体外将
载体转导至胎儿有缺陷的细胞后，回输至体内，根据
不同的疾病选择不同的靶细胞，最常用的为造血干
细胞，用于治疗血液系统疾病等［４２，４３］。

对于最常见ＯＩ类型的基因治疗方案为使突变
的犆犗犔１犃１和犆犗犔１犃２等位基因沉默表达，以纠正
患者细胞内突变的等位基因，随后将细胞回输给患
者。目前主要进行的是体外试验，尚未见宫内治疗
相关试验的报道。Ｄａｖｉｄ等将ＭＳＣｓ从ＯＩ患者的
细胞中分离出来，并通过腺相关病毒（ａｄｅ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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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ｖｉｒｕｓ，ＡＡＶ）介导的基因打靶技术使突变
的胶原基因失活，得到诱导性多能干细胞（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ｉＰＳＣ），并扩增分化成间充质
干细胞，此类细胞在小鼠体内可产生正常的胶原蛋
白并形成骨［４４］。另外一项研究利用慢病毒载体介
导的ｓｈＲＮＡ使突变的犆犗犔１犃１等位基因特异性沉
默，在Ｂｒｔｌ＋／小鼠的纤维母细胞中减少了４０％的
突变胶原蛋白表达［４５］。类似的研究结果表明基因
沉默对减少ＯＩ的主要突变基因在ｍＲＮＡ水平的
表达有一定的作用［４６４８］，对治疗ＯＩ有着巨大的潜
力，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多，具体表型
如何；若应用于宫内治疗，是否会对胎儿器官发育，
生殖细胞产生影响［４９］；另外由于导致ＯＩ的基因突
变类型较多，日后会有更多新的基因被发现，也需要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解决了诸多有关安全
性、有效性和伦理问题后，ＩＵＧＴ治疗ＯＩ才能被应
用于临床。

综上所述，ＯＩ的致病基因多样，表型也不尽相
同，通过超声影像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为ＯＩ患
儿父母提供更好的遗传咨询，ＭＳＣｓ对ＯＩ的产前治
疗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仍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
支持，而ＩＵＧＴ治疗ＯＩ尚处于初始研究阶段，仍有
很多问题亟需解决。随着科学的进步，相信会有更
多更成熟的治疗方案应用于产前治疗。

参考文献

［１］　ＬｉｍＪ，ＧｒａｆｅＩ，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Ｊ］．Ｂｏｎｅ，２０１７，１０２：
４０４９．

［２］　ＳｉｌｌｅｎｃｅＤＯ，ＲｉｍｏｉｎＤＬ，ＤａｎｋｓＤＭ．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ｉｔｙｏｒｇｅｎｅｔｉｃ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Ｊ］．Ｂｉｒｔｈ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ｒｉｇＡｒｔｉｃＳｅｒ，１９７９，１５
（５Ｂ）：１１３１２９．

［３］　ＧｌｏｒｉｅｕｘＦ．ＴｙｐｅⅤ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ａｎｅｗｆｏｒｍｏｆ
ｂｒｉｔｔｌｅｂｏｎ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Ｊ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Ｒｅｓ，２０００，１５（９）：
１６５０１６５８．

［４］　ＧｌｏｒｉｅｕｘＦＨ，ＷａｒｄＬＭ，ＲａｕｃｈＦ，ｅｔａｌ．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ＴｙｐｅＶＩ：ＡＦｏｒｍｏｆＢｒｉｔｔｌｅＢｏｎ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ｉｔｈａ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ｆｅｃｔ［Ｊ］．Ｊ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Ｒｅｓ，２００２，１７（１）：
３０３８．

［５］　ＷａｒｄＬＭ，ＲａｕｃｈＦ，ＴｒａｖｅｒｓＲ，ｅｔａｌ．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ｔｙｐｅⅦ：ａｎａｕｔｏｓｏｍａｌｒｅｃｅｓｓｉｖｅｆｏｒｍｏｆｂｒｉｔｔｌｅ
ｂｏｎ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Ｂｏｎｅ，２００２，３１（１）：１２１８．

［６］　ＰａｌｏｍｏＴ，ＶｉｌａａＴ，ＬａｚａｒｅｔｔｉｃａｓｔｒｏＭ．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Ｏｂｅｓ，２０１７，２４（６）：３８１．

［７］　ＢｏｎａｆｅＬ，ＣｏｒｍｉｅｒＤａｉｒｅＶ，ＨａｌｌＣ，ｅｔａｌ．Ｎｏｓ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２０１５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Ｊ］．
ＡｍＪＭｅｄＧｅｎｅｔＡ，２０１５，１６７（１２）：２８６９２８９２．

［８］　鲁艳芹，任秀智，王延宙，等．成骨不全及其分子机制［Ｊ］．生
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２０１５，４２（６）：５１５５１８．

［９］　张浩，汪纯，岳华，等．国人ＣＯＬ１Ａ１和ＣＯＬ１Ａ２突变致成
骨不全家系内表型不一［Ｊ］．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
志，２０１８，１１（６）：５３２５３９．

［１０］　ＰｙｏｔｔＳＭ，ＰｅｐｉｎＭＧ，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Ｕ，ｅｔａｌ．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
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ｌｅｔｈａｌ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ｉｎｓｉｂｓｈｉｐｓ：Ｐａｒｓｉｎｇ
ｔｈｅｒｉｓ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ｍｏｓａｉｃｉｓｍｆｏｒ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ａｕｔｏｓｏｍａｌｒｅｃｅｓｓｉｖ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Ｊ］．ＧｅｎｅｔＭｅｄ，２０１１，１３
（２）：１２５１３０．

［１１］　ＥｈｒｌｉｃｈＭ，ＬａｃｅｙＭ．ＤＮＡ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Ｅｐｉ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３，５（５）：５５３５６８．

［１２］　ＬａｚｏｗＭＡ，ＪａｓｅｒＳＳ，ＣｏｂｒｙＥＣ，ｅ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ｍｏｎｇ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
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Ｊ］．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２０１９，３３
（４）：４３７４４５．

［１３］　李胜利．胎儿畸形产前超声诊断学［Ｍ］．北京：人民军医出版
社，２００４．

［１４］　李胜利，欧阳淑媛，陈琮瑛，等．连续顺序追踪超声法检测胎
儿肢体畸形［Ｊ］．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３，３８（５）：２６７２６９．

［１５］　ＶａｎＤｉｊｋＦＳ，ＢｙｅｒｓＰＨ，ＤａｌｇｌｅｉｓｈＲ，ｅｔａｌ．ＥＭＱＮ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Ｊ］．ＥｕｒＪＨｕｍＧｅｎｅｔ，２０１２，２０（１）：１１１９．

［１６］　ＤｅＶｏｓＡ，ＳｅｒｍｏｎＫ，ＶａｎｄｅＶｅｌｄｅＨ，ｅｔａｌ．Ｔｗｏ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ａｆｔｅｒｐｒ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ｆｏｒ
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ｔｙｐｅⅠａｎｄｔｙｐｅⅣ［Ｊ］．ＨｕｍＧｅｎｅｔ，
２０００，１０６（６）：６０５６１３．

［１７］　陈大蔚，章志国，郝燕，等．成骨发育不全家系遗传学分析
及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研究［Ｊ］．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２０１８，３４（０４）：８５９０．

［１８］　ＬｏＹ，Ｃｏｒｂｅｔｔａ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ＰＦ，ｅｔ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ｆｅｔａｌ
ＤＮＡｉ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Ｊ］．１９９７，３５０（９０７６）：
４８５４８７．

［１９］　ＩｗａｒｓｓｏｎＥ，ＪａｃｏｂｓｓｏｎＢ，ＤａｇｅｒｈａｍｎＪ，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ｃｅｌｌｆｒｅｅｆｅｔａｌＤＮＡｉ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ｂｌｏｏｄ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ｉｓｏｍｙ
２１，１８ａｎｄ１３ｉｎ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ａｈｉｇｈ

７４



·综述· 《中国产前诊断杂志（电子版）》　２０２０年第１２卷第１期

ｒｉｓｋ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Ａｃｔａ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Ｓｃａｎｄ，２０１７，９６（１）：７１８．

［２０］　ＲｅｎＹ，ＺｈａｏＪ，ＬｉＲ，ｅｔａｌ．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ｔｅｓｔｆｏｒ
ＦＧＦＲ３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ａｎｄｐｌａｓｍａｃｅｌｌｆｒｅｅＤＮＡ：Ｔｅｓ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ＰｒｅｎａｔＤｉａｇｎ，２０１８，
３８（１１）：８２１８２８．

［２１］　ＫｈａｔｔａｂＡ，ＹｕｅｎＴ，ＳｕｎＬ，ｅｔａｌ．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ｖ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ａｄｒｅｎａｌ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Ｊ］．ＥｎｄｏｃｒＤｅｖ，
２０１６，３０：３７４１．

［２２］　ＢｕｓｔａｍａｎｔｅＡｒａｇｏｎｅｓＡ，ＧａｌｌｅｇｏＭｅｒｌｏＪ，ＴｒｕｊｉｌｌｏＴｉｅｂａｓ
ＭＪ，ｅｔａｌ．Ｎｅｗ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ｃｙｓｔｉｃ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Ｊ］．Ｊ
ＣｙｓｔＦｉｂｒｏｓ，２００８，７（６）：５０５５１０．

［２３］　ＨｕｄｅｃｏｖａＩ，ＪｉａｎｇＰ，ＤａｖｉｅｓＪ，ｅｔａｌ．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Ｆ８ｉｎｔ２２ｈ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ｖａｒｉａｎｔｓｉｎ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ｏｆｈｅｍｏｐｈｉｌｉａｃａｒｒｉｅｒｓ［Ｊ］．Ｂｌｏｏｄ，２０１７，１３０
（３）：３４０３４７．

［２４］　ＹｉｎＸ，ＤｕＹ，ＺｈａｎｇＨ，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ｅｎｏｖｏ
ｆｅ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ｎｔｉｎ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ｂｙ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Ｊ］．ＪＨｕｍ
Ｇｅｎｅｔ，２０１８，６３（１１）：１１２９１１３７．

［２５］　ＦｒａｎｋＲ，ＧｌｏｒｉｅｕｘＦＨ．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Ｊ］．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０４，３６３（９４１８）：１３７７１３８５．

［２６］　ＰａｌｏｍｏＴ，ＦａｓｓｉｅｒＦ，ＯｕｅｌｌｅｔＪ，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ｂｉｓｐｈｏｓｐｈｏｎａｔ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ｙｏｕ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ｄｕｒｉｎｇ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ｙｅａｒｓ［Ｊ］．Ｊ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Ｒｅｓ，２０１５，３０（１２）：２１５０
２１５７．

［２７］　ＴｒｅｊｏＰ，ＲａｕｃｈＦ．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ｎｔ，２０１６，２７（１２）：３４２７３４３７．

［２８］　ＳａｇａｒＲ，ＷａｌｔｈｅｒＪａｌｌｏｗＬ，ＤａｖｉｄＡＬ，ｅｔａｌ．Ｆｅｔａｌ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ｒｏｍａｌｃｅｌｌｓ：ａ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ｆｏｒ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Ｃｕｒｒ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Ｒｅｐ，２０１８，４（１）：６１６８．

［２９］　Ｃａｍｐａｇｎｏｌ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
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ｃｅｌｌ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ｆｉｒｓｔ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ｆｅｔａｌｂｌｏｏｄ，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Ｊ］．Ｂｌｏｏｄ，２００１，９８（８）：２３９６２４０２．

［３０］　ＫａｒｐＪＭ，ＬｅｎｇＴｅｏＧＳ．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ｈｏｍｉｎｇ：ｔｈｅ
ｄｅｖｉｌｉ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Ｊ］．Ｃｅｌ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２００９，４（３）：２０６
２１６．

［３１］　ＳｉｗａｎＰ，ＨｗａｎｓｅｏｋＪ，ＳｏｏＫＢ，ｅ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ｕｎｄｅｒａｎＳＤＦ１α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ｎａ
ｍｉｃｒｏｆｌｕｉｄｉｃｄｅｖｉｃｅ［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７，１２（９）：ｅ０１８４５９５．

［３２］　ＭａｈｅｓｈＣ，ＪｅｒｒｙＣ，ＦｉｓｋＮＭ．Ｆ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０２０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Ｊ］．ＰｒｅｎａｔＤｉａｇｎ，２０１０，３０（７）：６９９７０１．
［３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ＥＧ，ＦｌａｋｅＡＷ．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ｆｏｒ

ｔｈｅｆｅｔｕｓ［Ｊ］．ＳｅｍｉｎＰｅｄｉａｔｒＳｕｒｇ，２０１０，１５（１）：４６５１．
［３４］　ＭａｔｔａｒＣＮ，ＢｉｓｗａｓＡ，Ｃｈｏｏｌａｎｉ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ＲｅｓＣｌｉｎ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２０１２，２６（５）：６８３６９５．

［３５］　ＪｏｎｅｓＧＮ，ＭｏｓｃｈｉｄｏｕＤ，ＬａｙＫ，ｅｔａｌ．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ＸＣＲ４
ｉｎｈｕｍａｎｆｅｔ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ｅｎｇｒａｆ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ｂｏｎ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ａｍｏｕ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Ｊ］．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ＴｒａｎｓｌＭｅｄ，２０１２，１（１）：７０７８．

［３６］　ＬｉＦ，ＷａｎｇＸ，Ｎｉｙｉｂｉｚ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ｌｌ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ｍａｒｒｏｗｄｅｒｉｖｅｄ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ｓｉｎ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ｍｏ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ｏｆ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２００７，２５（１２）：３１８３３１９３．

［３７］　ＶａｎｌｅｅｎｅＭ，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Ｚ，ＣｌｏｙｄＫＬ，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ｕｍａｎｆｅｔａｌｂｌｏｏｄ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ｉｎｔｈｅ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
ｍｏｕｓｅｌｅａｄ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ｔｉｓｓｕ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Ｊ］．Ｂｌｏｏｄ，２０１１，１１７（３）：１０５３１０６０．

［３８］　ＥｎｄｅｒｌｉＴＡ，ＢｕｒｔｃｈＳＲ，ＴｅｍｐｌｅｔＪＮ，ｅｔ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ｒｔｈｏｐＲｅｓＲｅｖ，２０１６，８：４１５５．

［３９］　ＬｅＢｌａｎｃＫ，ＧｔｈｅｒｓｔｒｍＣ，ＲｉｎｇｄｎＯ，ｅｔａｌ．Ｆｅｔａｌ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ｅｎｇｒａｆｔｍｅｎｔｉｎｂｏｎｅａｆｔｅｒｉｎｕｔｅｒｏ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Ｊ］．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７９（１１）：１６０７．

［４０］　ＧｔｈｅｒｓｔｒｍＣ，ＷｅｓｔｇｒｅｎＭ，ＳｈａｗＳＷ，ｅｔａｌ．Ｐｒｅａｎｄ
ｐｏｓｔｎａ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ｔ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ｉｎ
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ａｔｗｏｃｅｎｔ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ＴｒａｎｓｌＭｅｄ，２０１４，３（２）：２５５２６４．

［４１］　ＷｉｒｔｈＴ，ＰａｒｋｅｒＮ，ＹｌＨｅｒｔｔｕａｌａ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ｎ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Ｇｅｎｅ，２０１３，５２５（２）：１６２１６９．

［４２］　ＭｏｒｇａｎＲＡ，ＧｒａｙＤ，ＬｏｍｏｖａＡ，ｅｔａｌ．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ｇｅｎ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ｌｅｓｓｏｎｓｌｅａｒｎｅｄ［Ｊ］．Ｃｅｌｌ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２０１７，２１（５）：５７４５９０．

［４３］　罗艳敏，方群．宫内移植造血干细胞治疗［Ｊ］．实用妇产科杂
志，２００９，２５（１２）：７０８７１０．

［４４］　ＤｅｙｌｅＤＲ，ＫｈａｎＩＦ，ＲｅｎＧ，ｅｔａｌ．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ａｎｄｂｏ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ｇｅｎｅ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ｈｕｍａｎ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
ｉＰＳＣｓ［Ｊ］．ＭｏｌＴｈｅｒ，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０４２１３．

［４５］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ＧｉｏｉａＲ，ＬａｙｒｏｌｌｅＰ，ｅｔａｌ．Ａｌｌｅｌ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ｏｌ１ａ１
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ｒｅｄｕｃｅｓｍｕｔａｎｔ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ｉｎ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ｆｒｏｍＢｒｔｌ
ｍｏｕｓｅ，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Ｊ］．Ｅｕｒ
ＪＨｕｍＧｅｎｅｔ，２０１４，２２（５）：６６７６７４．

［４６］　ＷａｎｇＱ，ＭａｒｉｎｉＪＣ．Ａｎｔｉｓｅｎｓｅｏｌｉｇｏｄｅｏｘｙ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ｕｔａｎｔａｌｐｈａ２（Ｉ）

８４



《中国产前诊断杂志（电子版）》　２０２０年第１２卷第１期 ·视频导读·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ａｌｌｅｌｅｉｎｔｙｐｅＩＶ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
Ａ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ｏｆ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Ｊ］．ＪＣｌ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１９９６，９７（２）：４４８４５４．

［４７］　ＤａｗｓｏｎＰＡ，ＭａｒｉｎｉＪＣ．Ｈａｍｍｅｒｈｅａｄｒｉｂｏｚｙｍｅ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ｍｕｔａｎｔｔｙｐｅＩ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ｍＲＮＡｉｎ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Ｊ］．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ｓＲｅｓ，２０００，２８（２０）：
４０１３４０２０．

［４８］　ＫａｔａｒｉｎａＬ，ＡｎｄｒｅａｓＫ，ＮａｖｙａＬ，ｅｔａｌ．Ａｌｌｅｌ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ｏｆ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ｔｙｐｅⅠｕｓｉｎｇｓｍａｌ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ｉｎｇＲＮＡｓ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３’ＵＴＲｉｎｄｅｌｓａｎｏｖｅｌ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

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Ｊ］．ＩｎｔＪＭｅｄＳｃｉ，２０１３，１０（１０）：
１３３３１３４３．

［４９］　ＭｃＣｌａｉｎＬＥ，ＦｌａｋｅＡＷ．Ｉｎｕｔｅｒｏ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ｃ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ＲｅｓＣｌｉｎ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ａｅｃｏｌ，
２０１６，３１：８８９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０９）
编辑：宋文颖

·视频导读·

胎儿心脏异常过度诊断的现状与思考
李胜利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广东深圳　５１８０２８）

　　针对于“过度医疗”这个话题，在２０１９年第九届“中国胎儿医学大
会”上，南方医科大学的李胜利教授认为在产前超声诊断中，几乎在各
个系统的疾病诊断中均存在过度诊断和过度解读的现象？李教授从卵
圆孔和动脉导管两方面，妙语连珠地讲述了胎儿心血管系统疾病中存
在的过度诊断现象，认为不应当用卵圆孔的间距大于８ｍｍ作为胎儿房
间隔缺损的诊断标准，对于超声房间隔膨出瘤也不应作为胎儿超声心

动图的一个产前超声诊断疾病，对于产科也不应该作为一个引产的疾病；对于胎儿卵圆孔早闭诊断需谨慎。
在动脉导管方面认为，动脉导管瘤或动脉导管增宽预后都很好，不建议产前诊断；动脉导管早闭的早期诊断
并适时终止妊娠，对患儿非常重要；而孤立的胎儿动脉导管缺如罕见，多伴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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