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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分析胎儿先天性肺囊性瘤围产相关因素及胎儿父母对未来新生命的期望现状。方

法　通过在专业网站对超声检查确诊的胎儿肺囊腺瘤的父母发放 “胎儿先天性肺囊性瘤患儿父母情况

调查表”，并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８月产前超声诊断为肺囊腺瘤胎

儿的父母４５例回收调查问卷中，有效问卷３４份，有效率为７６％。在围产的相关因素中，肺囊腺瘤与胎

儿母亲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并担忧患儿手术后的生活质量；统计显示正常人群基本不了解该疾病并趋向

于认为患该疾病的胎儿基本都不能存活或大多不能存活；大多数正常人群认为该疾病对胎儿会有影响；

７１％的胎儿父母不愿终止妊娠，而相反正常人群几乎都认为应该终止妊娠，对可能存在风险的认识存在

差异，并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大多数胎儿父母对该病的认识与正常人群存在明显差异，相关信息的

了解来自网络而不是相关的医疗人员。专业网站可提供咨询服务平台，既方便患儿父母，使其得到专业

的指导，又能节省大量的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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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儿的肺脏发育的好坏是决定出生后能否存活

的因素之一，而先天性肺囊腺瘤（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ｃｙｓｔｉｃ

ａｄｅｎｏｍａｔｉｏｄ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ＣＡＭ）属一种较少见

的引起胎儿肺发育畸形的疾病，发病率为 １／

２５０００
［１］，占先天性肺部病变的２５％

［２］，是由于末端

呼吸性细支气管的过度生长，在肺实质内形成有明

显界限的病变，常累及一部分或整个肺叶，可累及单

侧或两侧肺实质。随着我国围产医学、产前诊断和

胎儿超声影像学的不断深入，该疾病的产前诊断率

有逐渐增高的趋势，但对ＣＣＡＭ发病的相关因素的

了解及其父母和家庭对其认识和态度的调查目前国

内尚无报道，本文回顾分析了４５例超声诊断为

ＣＣＡＭ胎儿的父母调查情况，旨在讨论ＣＣＡＭ 胎

儿的父母现状及围产的相关影响因素。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８月

超声诊断为ＣＣＡＭ胎儿的父母进行调查，共３４例，

资料 均 来 自 作 者 个 人 好 大 夫 网 站 （ｈｔｔｐ：∥

ｄｒｙｕｇａｎｇ．ｈａｏｄｆ．ｃｏｍ）的胎儿ＣＣＡＭ 咨询病例，均

为单胎妊娠。

１．２　方法　在网络上建立专家个人网站，发放调查

问卷，填写“先天性肺囊性瘤患儿父母情况表”，主要

包过婚姻状况、孕次产次、父母年龄、学历、首诊诊断

医师、是否了解该疾病的相关信息以及对该疾病信

息了解的来源、是否想过终止妊娠、对疾病手术后存

活者生活质量的担忧、对疾病可能存在风险的评估

等，将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并进行数据的统计学

处理。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中的数据主要为计数资

料，与正常人群做对比，同时进行χ
２ 检验处理，以

犘＜０．０５表示有显著性差异。

２　结　果

本次调查回收问卷４５份，其中有效问卷３４份，

有效率为７６％。对回收的有效问卷汇总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后发现有统计学意义的主要因素为母亲

学历、首诊诊断医师、对该疾病了解的信息来源、是

否了解该疾病相关信息、认为疾病存活的可能性、对

手术后生活质量的担忧、是否想过终止妊娠、对疾病

可能存在风险的评估等。总的调查资料见表１。

表１　先天性肺囊性瘤患儿父母情况表

基本情况
患病

人群

正常人

群（随机）

婚姻状况
已婚 ３２ ３１

未婚 ２ ３

孕次
２次以下 ２５ ３０

３次以上 ９ ４

产次
１次 ３０ ３３

２次以上 ４ １１

２０岁及以下 ０ ０

父亲年龄
２０～３０岁 １８ ２３

３０～４０岁 １４ １１

４０岁及以上 ２ ０

２０岁及以下 １

母亲年龄
２０～３０岁 ２４ ２４

３０～４０岁 １０ ９

４０岁及以上 ０ ０

中及以下 １ ０

父亲学历 初高中 １２ １４

大专及以上 ２１ ２０

中及以下 ３ ０

母亲学历 初高中 ９ １８

大专及以上 ２２ １６

超声科医师 ３０ －

首诊诊断医师 妇产科医师 ３ －

儿外科医师 １ －

是否了解该疾 有 ３１ ０

病相关信息 没有 ３ ３４

网络 ２９ ０

对该疾病了解
专业书本 １ ０

的信息来源
产科医师 ２ ０

儿科或儿外科医师 １ ０

其他 ０ ０

基本都存活 １８ ６

该疾病的存活 基本都不存活 ２ ８

可能性的了解 大多存活 １３ ９

大多不存活 １ １０

是否有想过 有 １０ ２６

终止妊娠 没有 ２４ ７

死胎、死产、胎儿宫内窘迫 ５ １９

可能存在的风险 生后需要手术治疗 ６ ５

手术后生活质量差 ２３ １０

２．１　首诊诊断医师与ＣＣＡＭ　从调查问卷中可以

看出，３０／３４由超声科医师诊断，３／３４由妇产科医师

诊断，１／３４由儿外科医师诊断，故超声科医师为首

诊诊断医师。调查中发现大多数胎儿父母被超声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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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建议终止妊娠，有部分胎儿父母在进入我们建

立的网站咨询后，选择继续妊娠。

２．２　是否了解该疾病相关信息　统计显示正常人

群基本不了解该疾病，经χ
２ 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χ
２＝０，犘＜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是否了解该疾病相关信息

是否了解相关信息
人群分类

正常人群 ＣＣＡＭ

了解 ０ ３４

不了解 ３１ ３

合计 ３４ ３４

２．３　认为疾病存活的可能性　调查结果说明正常

人群趋向于认为患该疾病的患儿基本都不能存活或

大多不能存活，显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０，

犘＜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认为疾病存活的可能性

存活的可能性
人群分类

正常人群 ＣＣＡＭ

基本都存活 ６ １８

基本都不存活 ８ ２

大都存活 ９ １３

大都不存活 １１ １

合计 ３４ ３４

２．４　是否有想过终止妊娠　调查问卷结果说明大

多数正常人群认为疾病对胎儿会有影响，应该终止

妊娠，而胎儿父母大多数认为尽管有影响，但仍可有

机会胎儿生存，可以选择继续妊娠，统计结果显示２

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０．００，犘＜０．００１），

见表４。

表４　是否有想过终止妊娠

是否终止妊娠
人群分类

正常人群 ＣＣＡＭ

有 ２６ １０

没有 ８ ２４

合计 ３４ ３４

２．５　对该疾病可能存在风险的评估　３４份有效问

卷显示正常人群担忧会出现死胎、死产、胎儿宫内窘

迫，而胎儿父母更多的担忧是手术后的生活质量差，

经χ
２ 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０．００１，犘＜

０．００１），见表５。

表５　疾病可能存在风险的评估

可能存在的风险
人群分类

正常人群 ＣＣＡＭ

死胎、死产、宫内窘迫 １９ ５

需手术治疗 ５ ６

手术后生活质量差 １０ ２３

合计 ３４ ３４

２．６　文化程度与ＣＣＡＭ　将父母文化程度按小学

及以下、初高中、大专及以上３组，经χ
２ 检验，结果

显示与父亲文化程度无关（χ
２＝０．８０３，犘＞０．０５），

而母亲的３组文化程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０．０４４，犘＜０．０５），ＣＣＡＭ的发病与母亲教育程度呈

正相关，见表６。

表６　文化程度与ＣＣＡＭ

母亲学历
人群分类

正常人群 ＣＣＡＭ

小学及以下 ０ ３

初高中 １８ ９

大专及以上 １６ ２２

合计 ３４ ３４

３　讨　论

ＣＣＡＭ是一种错构瘤样病变，即伴有一种或多

种组织成分的过度发育异常，确切病因目前尚不完

全清楚。由于我国目前的现有医疗体系尚未建立针

对胎儿的专业诊断和处理，对胎儿ＣＣＡＭ的认识尚

处在依赖于现有医务人员的简单认识中，但从新的

对胎儿ＣＣＡＭ的认识
［３］可以知道，绝大多数的胎儿

ＣＣＡＭ都可以正常生存。而本组统计中显示主要

的诊断是通过产前超声医生（高达８８％），其次是妇

产科医师、儿外科医师，后续的诊断和处理却相当混

乱，病人多由超声医生和产科医生获得诊疗信息而

决定终止妊娠。但现有的超声医生显然不具备对胎

儿ＣＣＡＭ的临床认识，其疾病的病理生理，临床转

归及选择都需要相关的临床胎儿医生来处理，而在

临床医生中，由儿科医生来对其分析和评估才是一

种最有效的服务实质。而超声科医师对疾病的了解

及对父母心情的了解将会直接影响胎儿的命运，部

分被超声科医师建议终止妊娠的胎儿父母，在进入

网站后选择继续妊娠而使胎儿得以生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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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统计中发现ＣＣＡＭ 与胎儿母亲文化程

度有关，统计显示学历高的母亲患病率增高，而与父

亲文化程度及父母的年龄无关。通过分析我们认

为，这是一种表面现象，正是因为胎儿ＣＣＡＭ 的母

亲具有较高学历，才会在目前普遍的正常人群认识

中更多地去深入了解有关ＣＣＡＭ的诊疗情况，通过

网络及时获得最新的信息而选择继续妊娠，而学历

低者所获信息多来自目前的医务人员和周围家庭的

以往经验，学历越低就越是依赖别人的经验而不是

自己的判断，所以也很少或不参与调查。同时也表

明，在对胎儿ＣＣＡＭ 的认识中，患病父亲和母亲对

其关注度显然是母亲对其关注度要高，为此，需要加

强对胎儿ＣＣＡＭ 的父亲宣传教育以及社会广泛的

宣传。调查显示３２／３４为已婚，这可能与未婚父母

未进入我们的网站进行调查有关，同时显示２５／３４

为孕２次以下、３０／３４为第一次分娩，这可能与我国

提倡的计划生育有关。调查发现，产前超声多在孕

１８～２４周时诊断，故超声检查是ＣＣＡＭ 首选的检

查方式，所以往往是超声科医师第一时间诊断，这与

我们的结果一致。而由于目前缺乏相关知识的普

及，调查显示正常人群３４／３４都不了解此病，容易做

出错误的决策而选择终止妊娠，这也与我们的调查

结果一致；而部分父母一旦诊断为此病后即焦急万

分，而此时的网络正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调查

问卷中统计达８５％的病患父母是从网络中获得该

疾病的相关信息。

患ＣＣＡＭ时，其肺部肿物的胸腔占位压迫致纵

膈移位，进而出现静脉回流障碍，导致胎儿水肿，胸

腔或腹腔积液等。Ｓｔｏｃｋｅｒ等
［４］按照大体和组织学

形态将其分为３型：Ⅰ型占６５％，Ⅱ型占２５％，Ⅲ

型占１０％，单纯的Ⅰ型、Ⅱ型预后较好，而Ⅲ型发病

率低，易合并胎儿水肿，预后不良。Ｇｒｅｔｈｅｌ
［５］总结

得出不合并胎儿水肿者术后存活率＞９５％，故大多

数 ＣＣＡＭ 预后是良好的。但由于目前国内对

ＣＣＡＭ的报道仅限于产前超声诊断及个案报道，而

没有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更没有出生后的系统随

访，以至于正常人群常认为此病为不治之症，我们调

查统计得出有高达７６％（２６／３４）的父母认为应终止

妊娠，他们认为患该疾病的患儿基本都不能存活（８／

３４）或大多不能存活（１０／３４），担忧会出现死胎、死

产、胎儿宫内窘迫（１９／３４）等；但胎儿ＣＣＡＭ的父母

通过在网站中对此病的了解及咨询后，有高达７１％

（２４／３４）的父母选择继续妊娠，她们都认为胎儿基本

都能存活（１８／３４）或大多存活（１３／３４），而更多的担

忧是手术后的生活质量差。

所以，为了减轻病患父母的担忧，为他们提供更

好的服务，通过网站建立咨询平台是社会所需，一方

面可方便患病父母，减少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不出

门即能了解疾病情况，得到专业人士的指导，另一方

面又节省了社会资源，减轻相关家庭和社会的经济、

思想负担，不至于急病乱投医，并减少一些错误的决

策，为胎儿的生存争取更多的机会，真正做到优生

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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