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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围产医学会（ＥＡＰＭ）“先天性脐带异常
的筛查、诊断和管理”共识解读
伍海霞１　何晶２　李俊男１
（１．四川锦欣西囡妇女儿童医院胎儿医学中心，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６６；２．四川锦欣西囡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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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先天性脐带异常会增加妊娠和围产期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最常见的脐带异常是单脐动脉和脐
带帆状附着（伴或不伴前置血管）。这些异常即使与胎儿畸形无关，也会增加不良围产结局的风险，包括
胎儿生长受限和死胎。目前缺乏能够指导临床决策的先天性脐带异常的共识。２０２４年由欧洲围产医
学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ＡＰＭ）的“胎盘和脐带异常”特别兴趣组使用定期在
线交流和共享文件迭代的方式达成并制定本共识［１］。本文对该共识的要点进行解读，以期有助于脐带
发育异常病例的产前筛查、诊断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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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脐带在胎儿发育中起着重要作用，脐带异常可

能导致胎儿氧合和供养受损，进而导致短期和长期
不良结局，围产儿发病率（如脑瘫等）及死亡率增
高［２，３］。脐带的一些先天异常也与多种胎儿结构缺
陷和遗传疾病有关。然而，在常规产前超声检查中，
脐带检查从未受到与胎儿结构筛查同样的重视程
度［４，５］。总体而言，胎盘和脐带的超声检查尚未标
准化，也未纳入临床筛查流程或产科超声培训项目
中［６］。此外，多数脐带异常的产前超声检测数据、产
后结果都属于观察性数据，通常在出生时没有得到
客观证实，因此数据存在相当大的偏差。辅助生殖
技术，特别是体外受精（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ＶＦ），
与先天性脐带异常的风险增加有关［７，８］。目前，对
某些先天性脐带异常的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处理
尚未达成共识。为了确保最佳的围产期结局，常规
产科超声医师必须了解先天性脐带异常的种类、流
行病学、妊娠中期的超声表现、详细的胎儿结构筛查
的临床意义和管理。此外，医护人员应接受培训，了

解如何在不引起过度恐慌的情况下将这些发现传达
给患者。

本共识回顾先天性脐带发育异常的超声成像循
证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在常规妊娠中期超声中进行
筛查。而脐带打结、异常脐带螺旋或脐带过长等继
发性脐带发育异常，通常在妊娠晚期发现，其临床价
值仍在研究中，因此不包括在本共识中。该共识得
到了欧洲围产医学会执行委员会的批准。

二、单脐动脉
单脐动脉（ｓｉｎｇｌｅ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ＳＵＡ）是最

常见的先天性脐带异常之一，据报道约占妊娠的
０．５％～１％［９，１１］。由Ｖｅｓａｌｉｕｓ（１５１４～１５６４）首次报
道，６０多年来大家熟知单脐动脉与胎儿畸形、胎儿
生长问题等相关［１０］。挪威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报
告称，ＳＵＡ的患病率在单胎妊娠中为１／２１８（０．４６％）。
母亲产次≥４次、吸烟、辅助生殖、糖尿病和癫痫病
史、慢性高血压和既往剖宫产史的孕妇，ＳＵＡ的几
率增加［１１］。在ＳＵＡ组和三血管脐带中，胎儿畸形
的发生率分别为１０．９％、０．６５％，ＳＵＡ与新生儿消
化道、泌尿系及心脏畸形高度相关，胃肠道闭锁或狭
窄：ＯＲ２５．８，９５％ＣＩ１７．０～３９．１；食管和肛门直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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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锁或狭窄：ＯＲ２０．３，９５％ＣＩ１３．４～３０．９；肾发育
不全：ＯＲ５．９，９５％ＣＩ１．９～１８．５；先天性心脏畸形
的风险增至７～８倍。ＳＵＡ与染色体异常关联性也
很强，１８三体：ＯＲ１４．４，９５％ＣＩ９．３～２２．４；１３三
体：ＯＲ１３．６，９５％ＣＩ６．７～２７。ＳＵＡ在双胎妊娠中
的发病率是单胎的３倍（３％比１％），但在单绒毛膜
和双绒毛膜双胎妊娠中相似［１２，１３］。患有ＳＵＡ的双
胎发生其他先天性畸形的风险更高，类似于在单胎
中观察到的情况［９，１３］；在所有并腿畸形和无心双胎
的病例中都发现了ＳＵＡ，这些通常被称为单脐动脉
综合征［９］。在单胎或多胎妊娠和胎儿先天性畸形中
出现ＳＵＡ的患者应转诊到专门的胎儿医学中心进
一步检查，包括胎儿核型分析。

大约２／３的ＳＵＡ胎儿不合并其他异常，称为
孤立性ＳＵＡ（ｉＳＵＡ）［１４］，但其发生不良围产结局的
风险增加（ＯＲ５．０６，９５％ＣＩ４．２６～６．０２），包括胎
死宫内和围产期死亡（ＯＲ５．６２，９５％ＣＩ４．６９～
６．７３）［１５］，因此应给予更多关注。约有一半合并
ｉＳＵＡ的单胎和双胎妊娠会出现小于胎龄儿（ｓｍａｌｌ
ｆｏｒ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ｉｎｆａｎｔ，ＳＧＡ）［１３，１５，１６］。继发性单
脐动脉与ＳＧＡ无关［１６，１７］。最近的一项系统回顾和
荟萃分析［１４］，包括３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和８项回顾
性病例对照研究，报告了１５３３例ｉＳＵＡ病例，分娩
ＳＧＡ新生儿风险较高（ＯＲ２．９０，９５％ＣＩ２．０２～
４．１８）。妊娠合并ＳＵＡ，无论是否合并胎儿畸形，在
随后的妊娠中再发ＳＵＡ的风险增加２倍［１１］。
１９８０年，Ｊａｓｓａｎｉ等人在妊娠晚期首次报道超声

诊断的两个ＳＵＡ胎儿［１８］。彩色多普勒成像技术的
发展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单脐动脉在早期妊娠末
期即可诊断出来［１９］。最近的一项丹麦队列研究（包
括１１６，５０１名单胎妊娠，进行妊娠早期非整倍体筛
查和妊娠中期结构筛查），早期筛查为ｉＳＵＡ病例
中，有４．３％在后期（最常见于出生后）发现了相关
异常，其中１．５％为轻微先天性心血管畸形［１６］。母
胎医学学会（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Ｆｅ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ＭＦＭ）最近的一项实践指南建议，无论先前的非整
倍体筛查结果是否为低风险或检测失败，不要对
ｉＳＵＡ胎儿的非整倍体进行额外评估［２０］。该指南还
建议，如果心脏检查正常，则没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胎

儿超声心动图检查。由于ｉＳＵＡ与胎儿死亡、ＳＧＡ
相关，建议在妊娠晚期评估胎儿生长发育［１２１７］。最
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妊娠２０～２２周时单脐动脉直径
＞３．１ｍｍ发生ＳＧＡ风险较低，该截断值可用于识
别在妊娠晚期异常缓慢生长风险的胎儿［１７］。在妊
娠中期诊断为ｉＳＵＡ和在妊娠晚期诊断为ＳＧＡ的
患者均应转介到专科胎儿医学中心进行随访。

三、脐带附着异常及前置血管
正常情况下，脐带直接插入胎盘的绒毛膜板或

胎儿面，整个脐带血管都受到华通胶保护（图１）。
脐带帆状附着（ｖｅ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ｃｏｒｄ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ＶＣＩ）相
当于脐带插入在胎盘的绒毛膜板或胎儿面之外游离
的胎膜中［２１２４］。脐带帆状附着的这段脐血管（即从
胎膜上的脐带根部至胎盘边缘的绒毛膜血管）只有
胎膜包绕，不受华通胶保护，因此有破裂的风险。脐
带边缘附着比帆状附着更常见，但发生裸露血管（游
离于胎膜中的血管）的可能性小［２２］。脐带边缘附着
的定义缺乏一致性，经常使用脐带附着点距胎盘边
缘１至２．５ｃｍ的距离［２３］。此外，一些“边缘”脐带附
着实际上是帆状附着，使得真正的脐带边缘附着难
以确定。“分叉型”脐带插入是一种罕见的脐带附着
异常，脐带血管在到达胎盘前分开形成刀叉状，这段
脐血管失去了华通胶保护，这种异常在超声成像中
有描述［２３］，但实际上很难与ＶＣＩ区分，特别是当分
叉脐带偏心或边缘插入胎盘时。单胎妊娠中脐带异
常附着（边缘或帆状）的发生率约为７．８％（其中
１．５％为帆状）；在双胎妊娠中，患病率约为１６．８％
（其中５．９％为帆状）［２２］。ＩＶＦ妊娠中ＶＣＩ的发生
率增加［６８，２１，２２］，这也增加了胎盘位置低的发生率，
并且低置胎盘／前置胎盘与ＶＣＩ之间存在直接关
联［８，２９］。

图１　脐带在胎盘绒毛膜板内、外的不同附着部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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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置血管（ｖａｓａｐｒｅｖｉａ，ＶＰ）指的是没有华通胶
保护的绒毛膜血管越过或靠近宫颈内口［２１，２５］。ＶＰ
分为三种类型：Ⅰ型：无华通胶保护的帆状脐带附着
胎盘的血管；Ⅱ型：连接主胎盘和副胎盘之间的游离
血管；Ⅲ型：在胎盘边缘的胎膜中运行的游离血管。
最近对１２项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这些
研究报告了通过系统筛查ＶＰ进行产前诊断，在非
选择性２２７８５６１例妊娠中有１３２０例诊断为
ＶＰ［２６］，发病率为１／１２１８（加权合并发病率为
０．７９‰，９５％ＣＩ０．５９～１．０１）。不同类型的ＶＰ在普
通人群中的分布尚未明确界定，但报告的Ⅲ型病例
并不常见，在最近的国际文献系统综述中报告了１８
例［２７］。在过去２０年中，由于辅助生殖（ＯＲ１９，９５％
ＣＩ６．６～５４）［２８］导致的妊娠数量增加，其他类型ＶＰ
的发病率可能有所增加，这与ＶＣＩ和子宫下段胎盘
形成的高发生率有关，更罕见的是胎盘形状异
常［２９］。总之，在单胎和双胎妊娠中，约２／３的ＶＰ
与ＶＣＩ相关［２１，２５，３０］。
ＶＣＩ还会增加胎膜早破（ＯＲ１．６，９５％ＣＩ１．５

～１．７）、未足月胎膜早破（ＯＲ２．７，９５％ＣＩ２．４～
３．０）和自发性早产（ＯＲ２．０，９５％ＣＩ１．９～２．２）的
风险［３１］。排除ＶＰ病例，单胎妊娠ＶＣＩ与新生儿
ＳＧＡ（ＲＲ２．６９，９５％ＣＩ１．７３～４．１７）和死产（ＲＲ
９．４２，９５％ＣＩ３．１９～２７．７６）的风险增加相关［３２，３３］。
总体而言，在单胎妊娠中，无论分娩时的孕龄或胎儿
性别如何，ＶＣＩ都会增加脑瘫的风险（校正ＲＲ
２．１１，９５％ＣＩ１．６５～２．６０）［３］，足月围产期死亡的风
险增加３倍（ＯＲ３．３，９５％ＣＩ２．５～４．３）［２２］。妊娠
中期超声诊断为ＶＣＩ，存在早产和／或胎儿生长异常
风险的患者应转诊至专科胎儿医学中心进行随访。
在患有和／或无双胎输血综合征（ｔｗｉｎｔｏｔｗｉｎｔｒａｎｓ
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ＴＴＴＳ）的单绒毛膜双胎中，ＶＣＩ与严
重生长不一致高度相关（分别为ＯＲ４．７６，９５％ＣＩ
２．４３～１０．４７和ＯＲ４．５２，９５％ＣＩ１．３０～２８．５９）［３４］。

与正常脐带插入胎盘相比，ＶＣＩ会增加阴道分
娩时人工剥离胎盘的风险为５．６％（ＯＲ５．２１，９５％
ＣＩ４．７１～５．７６），产后出血风险也会增加（ＯＲ
２．０６，９５％ＣＩ１．７７～２．３９）［３４］。

若产前未确诊ＶＰ，由于分娩过程中有血管破

裂的风险，在所有先天性脐带异常中，ＶＰ发生围产
期并发症和死亡率最高。在产前超声出现之前，
１９５２年发表的一篇综述［３５］提示，５５％的围产期死亡
与ＶＰ有关。２００４年，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证实了这
一发现，该研究显示，在产前未诊断ＶＰ的病例中，
围产期死亡率为５６％［３６］。最近对７项研究进行了
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这些研究包括有产前诊断和
无产前诊断的ＶＰ病例，发现未进行产前诊断时，围
产期死亡风险增加２５倍（ＯＲ２５．３９，９５％ＣＩ７．９３～
８１．３１），新生儿缺氧发病率风险增加５０倍（ＯＲ５０．
０９，９５％ＣＩ１７．３３～１４４．７９）［３７］。

当由受过培训的医师进行超声检查时，脐带附
着异常的筛查和诊断非常准确，检出率约为
９９％［２１，２５，３８，３９］。经阴道超声检查是诊断ＶＰ的必要
手段，结合彩色多普勒检查，可诊断妊娠中期的所有
ＶＰ病例（敏感性１００％），特异性为９９．０％～９９．８％［３９］。
在所有妊娠中常规筛查ＶＰ仍存在争议［２１］。然而，
在高危患者中进行有针对性的ＶＰ筛查可改善母婴
的围产结局［３１，４０］。在常规中期妊娠检查发现ＶＣＩ
和／或ＶＰ后，应转至专科胎儿医学中心进行随访，
包括经阴道超声检查以确定胎盘脐带插入部位和／
或ＶＰ与宫颈内口的关系，以及宫颈长度测量以评
估自发性早产的风险［２１，２５，３０］。

四、罕见的先天性脐带异常
脐带囊肿可能是真性囊肿，起源于尿囊或脐肠

系膜管；也可能是假性囊肿，起源于脐带华通胶的局
部液化。脐带囊肿的发病率随孕周而变化，约３％
在妊娠早期有脐带囊肿［４１］。在妊娠早期发现的脐
带囊肿病例中，其２０％与胎儿染色体或结构异常有
关［４１］。在妊娠中晚期超声诊断脐带囊肿合并胎儿
异常病例，有胎儿核型分析的指征，这些病例应转介
至专科胎儿医学中心［４２］。

其他罕见的先天性脐带异常，如假性囊肿、血管
粘液瘤（一种非常罕见的良性脐带血管肿瘤）、脐带
静脉曲张、脐带狭窄和脐带中的额外血管，这些都与
胎儿结构缺陷和围产期并发症有关［４３］。然而，由
于报告这些异常病例的倾向性，因此，二者的关联性
也可能有偏差［４２］。在这些情况下，也需要转诊到专
科胎儿医学中心。

３



·指南与共识· 《中国产前诊断杂志（电子版）》　２０２４年第１６卷第３期

表１　先天性脐带异常的特点及管理
类型 发病率 风险因素 围产期并发症 管理

单脐动脉 ０．５％～１％（单
胎）３％（双胎）

母亲产次≥４次、吸
烟、辅助生殖、多胎
妊娠、糖尿病、癫痫、
慢性高血压和既往
剖宫产病史

１０．９％单脐动脉胎儿伴有先天畸形，主要是
胃肠道闭锁或狭窄、食管和肛门直肠闭锁或
狭窄、肾发育不全、先天性心脏缺陷
孤立性单脐动脉增加妊娠晚期的小于胎龄
儿和胎死宫内的风险

转诊到专科胎儿医学中心进一
步评估与检查包括染色体核型
分析等
若为小于胎龄儿则需严密随访

脐带帆状附着１．５％（单胎）
５．９％（双胎）

辅助生殖／体外受精胎膜早破，早产，小于胎龄儿，胎死宫内，脑
瘫，人工剥离胎盘和产后出血

若为小于胎龄儿或有早产风险，
转介至专科胎儿医学中心随访

前置血管 １／１２１８ 辅助生殖／体外受精
脐带帆状附着

死产和新生儿缺氧疾病 转介至专科胎儿医学中心随访

　　五、推荐和建议
５．１先天性脐带异常在妊娠中期可以通过超声

检查发现和识别，有助于医护人员告知患者围产期
风险、选择适当的管理措施，从而改善围产儿结局
（表１）。
５．２建议超声评估脐带插入胎盘部位、记录脐

带动脉的数量。
５．３因脐带帆状附着妊娠风险增加，建议经阴

道超声和彩色多普勒排查前置血管。
５．４先天性脐带异常，即使不合并胎儿结构缺

陷，也会增加胎儿生长受限和死胎等不良围产结局
的风险。
５．５妊娠期筛查出孤立性单脐动脉合并小于胎

龄儿，前置血管，建议转诊至专科胎儿医学中心随
访；单脐动脉随访到孕３４～３５周时胎儿生长发育仍
正常的患者，不需增加额外的检查。
５．６在妊娠中期诊断为脐带帆状附着的患者，

应详细筛查胎儿解剖结构，随访至孕中期末期排除
前置血管，并评估胎儿生长发育和宫颈长度。
５．７优化管理罕见的先天性脐带异常（假性囊

肿、血管黏液瘤等）和常见的继发性脐带异常（脐带
打结和脐带绕颈）。

参考文献

［１］　ＪＡＵＮＩＡＵＸＥ，ＥＢＢＩＮＧＣ，ＯＹＥＬＥＳＥＹ，ｅｔ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ＡＰ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ａ
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Ｊ］．Ｅｕｒ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ＲＢ，
２０２４，２９８：６１６５．

［２］　ＯＹＥＬＥＳＥＹ．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ａｎｄａｍｎｉｏｔｉｃｆｌｕｉｄ：
ｔｈｅｎｏｔｌｅｓ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ｓｓｏｒｉｅｓ［Ｊ］．Ｃｌｉｎ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
２０１２，５５：３０７３２３．

［３］　ＥＢＢＩＮＧＣ，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Ｓ，ＫＥＳＳＬＥＲＪ，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ｅ
ｂｒａｌｐａｌｓ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Ｇｙ
ｎｅｃｏｌ，２０２３，６１：２２４２３０．

［４］　ＳＥＰＵＬＶＥＤＡＷ．Ｔｉｍｅｆｏｒａｍｏｒｅ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ｅｘａ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
１９９９，１３：１５７１６０．

［５］　ＳＨＥＲＥＲＤＭ，ＭＡＮＮＩＮＧＦＡ．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ｎｕｃｈａｌｃｏｒｄ（ｓ）：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ｆｏｒｍ，ｍｏｎｉｔｏｒ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９，１４：１８．

［６］　ＪＡＵＮＩＡＵＸＥ，ＳＩＬＶＥＲＲＭ．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２０，１３６：１２１１１２１６．

［７］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Ｅ，ＰＡＮＤＯＣ，ＫＩＲＳＣＨＥＮＧＷ，ｅｔａｌ．Ａｓｓｉｓ
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ＲＴ）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ｉｔｉｅｓ［Ｊ］．ＪＰｅｒｉｎａｔＭｅｄ，２０２０，４８：８２５８２８．

［８］　ＬＡＲＣＨＥＲＬ，ＪＡＵＮＩＡＵＸＥ，ＬＥＮＺＩＪ，ｅ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ｓｉｎｇｌｅ
ｔ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Ｐｌａ
ｃｅｎｔａ，２０２３，１３１：５８６４．

［９］　ＨＥＩＦＥＴＺＳＡ．Ｓｉｎｇｌｅ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２３７ａｕｔｏｐｓｙ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Ｐｅｒｓｐｅｃｔ
ＰｅｄｉａｔｒＰａｔｈｏｌ，１９８４，８：３４５３７８．

［１０］　ＬＥＭＯＳＫＩＥＦ，ＭＥＤＯＶＹＨ．Ｓｉｎｇｌｅ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ｕｔｏｓｏｍａｌｔｒｉｓｏｍｙ
［Ｊ］．ＣａｎＭｅｄＡｓｓｏｃＪ，１９６２，８７：１２２９１２３１．

［１１］　ＥＢＢＩＮＧＣ，ＫＥＳＳＬＥＲＪ，ＭＯＳＴＥＲＤ，ｅｔ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ｕｍｂｉｌｉ
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ａｎｄｒｉｓｋｏｆ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ｓｔｕｄｙｉｎＮｏｒｗａｙ［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
２０２０，５５：５１０５１５．

［１２］　ＫＬＡＴＴＪ，ＫＵＨＮＡ，ＢＡＵＭＡＮＮ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ｕｍｂｉｌｉ
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ｉｎｔｗ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
ｃｏｌ，２０１２，３９：５０５５０９．

［１３］　ＳＴＯＵＴＭＪ，ＯＤＩＢＯＡＯ，ＬＯＮＧＭＡＮ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ｏｆ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ｓｉｎｇｌｅ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ｉｎｔｗｉｎｓ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Ｊ］．ＰｒｅｎａｔＤｉａｇｎ，２０１３，３３：２６９２７２．

４



《中国产前诊断杂志（电子版）》　２０２４年第１６卷第３期 ·指南与共识·　　

［１４］　ＤＡＧＫＬＩＳＴ，ＳＩＡＲＧＫＡＳＡ，ＡＰＯＳＴＯＬＯＰＯＵＬＯＵＡ，ｅｔ
ａｌ．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
ｓｉｓｏｆ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ｓｉｎｇｌｅ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ｉｎ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
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ＰｅｒｉｎａｔＭｅｄ，
２０２１，５０：２４４２５２．

［１５］　ＥＢＢＩＮＧＣ，ＫＥＳＳＬＥＲＪ，ＭＯＳＴＥＲＤ，ｅｔ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ｓｉｎｇｌｅ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ｔｕｄｙ
［Ｊ］．Ａｃｔａ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Ｓｃａｎｄ，２０２０，９９：３７４３８０．

［１６］　ＲＥＣＨＮＡＧＥＬＡＡ，Ｊ？ＲＧＥＮＳＥＮＦＳ，ＥＫＥＬＵＮＤＣＫ，ｅｔ
ａｌ．Ｒｉｓｋ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ｓｉｎｇｌｅｕｍ
ｂｉｌｉ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ａｔｔｈｅｍｉ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ｃａｎ：ａ
ｌａｒｇｅＤａｎｉｓｈ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Ｊ］．ＪＭａｔｅｒｎＦｅｔａｌ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Ｍｅｄ，２０２３，３６：２２３９９８２．

［１７］　ＣＯＮＴＲＯＥ，ＬＡＲＣＨＥＲＬ，ＬＥＮＺＩＪ，ｅ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ａｒ
ｔｅｒｙ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ｆｅ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ｃａｓｅｓｏｆ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ｓｉｎｇｌｅｕｍ
ｂｉｌｉ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Ｊ］．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Ｂａｓｅｌ），２０２３，１３：５７１．

［１８］　ＪＡＳＳＡＮＩＭＮ，ＢＲＥＮＮＡＮＪＮ，ＭＥＲＫＡＴＺＩＲ．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ｂ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Ｊ］．ＪＣｌｉｎ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１９８０，８：４４７４４８．

［１９］　ＪＡＵＮＩＡＵＸＥ，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Ｓ，ＶＹＡＳＳ．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ｃｏｌｏｒ
Ｄｏｐｐｌｅ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ｏｒ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ａ
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ａｓｅｓ［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
１９８９，１６１：１１９５１１９７．

［２０］　ＰＲＡＢＨＵＭ，ＫＵＬＬＥＲＪＡ，ＢＩＧＧＩＯＪ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Ｍａｔｅｒ
ｎａｌＦｅ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ｎｓｕｌｔＳｅｒｉｅｓ＃５７：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ｓｏｆｔ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ｍａｒｋｅｒｓｆｏｒａｎｅｕｐｌｏｉｄｙｉｎ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Ｒｅｐｌａｃｅ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ｓ＃１０，Ｓｉｎｇｌｅｕｍｂｉｌｉ
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０；＃１６，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ｅｃｈｏｇｅｎｉｃｂｏｗｅｌｄｉ
ａｇｎｏｓｅｄ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１；＃１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ｒｅｎａｌｐｅｌｖｉｅｃｔａｓｉｓ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１；＃２５，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ｅｔａｌｃｈｏｒｏｉｄｐｌｅｘｕｓｃｙｓｔｓ，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２７，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ｅｃｈｏ
ｇｅｎｉｃｉｎｔｒ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ｆｏｃｕｓ，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
ｎｅｃｏｌ，２０２１，２２５：Ｂ２Ｂ１５．

［２１］　ＪＡＵＮＩＡＵＸＥ，ＡＬＦＩＲＥＶＩＣＺ，ＢＨＩＤＥＡＧ，ｅｔａｌ．Ｒｏｙ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ｉａｎｓａｎｄ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Ｖａｓａｐｒａｅｖｉａ：ｄｉ
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ｒｅｅｎｔｏｐ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Ｎｏ．２７ｂ［Ｊ］．
ＢＪＯＧ，２０１９，１２６：ｅ４９ｅ６１．

［２２］　ＥＢＢＩＮＧＣ，ＫＩＳＥＲＵＤＴ，ＪＯＨＮＳＥＮＳＬ，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ｖｅ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ａｎｄ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ｃｏｒｄ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ｓ：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６３４，７４１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
［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３，８：ｅ７０３８０．

［２３］　ＷＡＸＩＲ，ＣＡＲＴＩＮＡ，ＣＲＡＩＧＷＹ，ｅｔａｌ．Ｓｅｃｏｎ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ｔｏ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ｆ
ｙｉｎｇ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ｓ［Ｊ］．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Ｍｅｄ，２０２０，
３９：３５１３５８．

［２４］　ＳＭＩＴＨＭ，ＭＣＣＵＬＬＵＭＢ．Ｆｕｒｃａｔｅ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ｉｎｓｅｒ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ｂｉｌｏｂｅｄ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ｏｎ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
ｒａｐｈｙ［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Ｍｅｄ，２０２２，２５：９８１０２．

［２５］　ＯＹＥＬＥＳＥＹ，ＬＥＥＳＣＣ，ＪＡＵＮＩＡＵＸＥ．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ｖａｓａｐｒｅｖｉａ：ｔｉｍｅｔｏ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ｆｅｓａｖ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２３，６１：７１１．

［２６］　ＺＨＡＮＧＷ，ＧＩＡＣＣＨＩＮＯＴ，ＣＨＡＮＹＡＲＵＮＧＲＯＪＮＰＡ，
ｅｔ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ｖａｓａｐｒａｅｖｉａ：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
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ＢＭＪＯｐｅｎ，２０２３，１３：ｅ０７５２４５．

［２７］　ＰＯＺＺＯＮＩＭ，ＳＡＭＭＡＲＩＡＣ，ＶＩＬＬＡＮＡＣＣＩＲ，ｅｔａｌ．Ｐｒｅ
ｎａ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ｐｏｓｔｎａ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ＴｙｐｅＩＩＩｖａｓａｐｒｅｖ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
ｃｏｌ，２０２４，６３：２４３３．

［２８］　ＲＵＩＴＥＲＬ，ＫＯＫＮ，ＬＩＭＰＥＮＳＪ，ｅｔ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ｎｄ
ｒｉｓｋ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ｆｏｒｖａｓａｐｒａｅｖｉａ：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Ｊ］．
ＢＪＯＧ，２０１６，１２３：１２７８１２８７．

［２９］　ＪＡＵＮＩＡＵＸＥ，ＭＯＦＦＥＴＴＡ，ＢＵＲＴＯＮＧＪ．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ｉｍ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Ｃｌ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ｍ，
２０２０，４７：１１７１３２．

［３０］　ＪＡＵＮＩＡＵＸＥ，ＭＥＬＣＥＲＹ，ＭＡＹＭＯＮＲ．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ｄｉａｇ
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ｓａｐｒｅｖｉａｉｎｔｗ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ａ
ｃａｓ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
２０１７，２１６：５６８５７５．

［３１］　ＥＢＢＩＮＧＣ，ＪＯＨＮＳＥＮＳＬ，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ＳＥＮＳ，ｅｔａｌ．Ｖｅｌ
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ｏｒ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ｓｐｏｎｔａｎｅ
ｏｕｓｐｒｅｔｅｒｍｂｉｒｔｈ，ｐｒｅｌａｂｏｒ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ｃｏｒｄｌｅｎｇｔｈ，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ｔｕｄｙ［Ｊ］．Ａｃｔａ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Ｓｃａｎｄ，２０１７，９６：７８８５．

［３２］　ＳＩＡＲＧＫＡＳＡ，ＴＳＡＫＩＲＩＤＩＳＩ，ＰＡＣＨＩＣ，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ｖｅ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ｃｏｒｄ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ｏｎ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
ＭＦＭ，２０２３，５：１００８１２．

［３３］　ＥＢＢＩＮＧＣ，ＫＩＳＥＲＵＤＴ，ＪＯＨＮＳＥＮＳＬ，ｅｔａｌ．Ｔｈｉｒｄｓｔａｇｅ
ｏｆｌａｂｏｒｒｉｓｋｓｉｎｖｅ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ａｎｄ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ｔｕｄｙ［Ｊ］．Ａｃｔａ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Ｓｃａｎｄ，
２０１５，９４：８７８８８３．

［３４］　ＣＯＳＴＡＣＡＳＴＲＯＴ，ＺＨＡＯＤＰ，ＬＩＰＡＭ，ｅｔａｌ．Ｖｅｌａｍｅｎ
ｔｏｕｓｃｏｒｄ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ａｎｄｍｏｎｏ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ｔｗ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Ｄｏｅｓｉｔｍａｋｅ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２０１６，
４２：８７９２．

［３５］　ＥＶＡＮＳＧＭ．Ｖａｓａｐｒａｅｖｉａ［Ｊ］．ＢｒＭｅｄＪ，１９５２，２（４７９６）：
１２４３．

５



·指南与共识· 《中国产前诊断杂志（电子版）》　２０２４年第１６卷第３期

［３６］　ＯＹＥＬＥＳＥＹ，ＣＡＴＡＮＺＡＲＩＴＥＶ，ＰＲＥＦＵＭＯＦ，ｅｔａｌ．
Ｖａｓａｐｒｅｖｉａ：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ｎ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４，１０３：９３７９４２．

［３７］　ＺＨＡＮＧＷ，ＧＥＲＩＳＳ，ＡＬＥＭＡＲＡＮ，ｅｔａｌ．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ｏｕｔ
ｃｏｍｅ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ｖａｓａｐｒｅｖ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２１，５７：７１０７１９．

［３８］　ＳＥＰＵＬＶＥＤＡＷ，ＲＯＪＡＳＩ，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ｅｔａｌ．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ｓｔｕｄｙ［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３，２１：５６４５６９．

［３９］　ＲＵＩＴＥＲＬ，ＫＯＫＮ，ＬＩＭＰＥＮＳＪ，ｅ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ｖａｓａｐｒｅｖｉａ［Ｊ］．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５，４５：５１６５２２．

［４０］　ＭＥＬＣＥＲＹ，ＪＡＵＮＩＡＵＸＥ，ＭＡＹＭＯＮＳ，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ｏｎ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

ｃｉｅｓａｔｒｉｓｋｏｆ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ａｃｃｒｅｔａ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ｒｖａｓａｐｒｅｖｉａ［Ｊ］．
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８，２１８：（４４３）ｅ１ｅ８．

［４１］　ＲＯＳＳＪＡ，ＪＵＲＫＯＶＩＣＤ，ＺＯＳＭＥＲＮ，ｅｔａｌ．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ｃｏｒｄｃｙｓｔｓｉｎ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１９９７，８９：
４４２４４５．

［４２］　ＺＡＮＧＥＮＲ，ＢＯＬＤＥＳＲ，ＹＡＦＦＥＨ，ｅｔａｌ．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
ｃｙ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ｅ
ｎａｔ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０，３６：
２９６３０１．

［４３］　ＴＯＮＮＩＧ，ＬＩＴＵＡＮＩＡＭ，ＣＥＣＣＨＩＡ，ｅｔａｌ．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ｃｏｒ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Ｊ］．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Ｂａｓｅｌ），２０２３，１１：２６３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９０１）
编辑：刘邓浩

６


	产前24N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