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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例早产适于胎龄儿第一年体格
追赶生长纵向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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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分析早产适于胎龄儿１岁以内的追赶生长特点，探讨其追赶生长规律。方法　选择８４名
胎龄２８～３６周的早产适于胎龄儿（男４４例，女４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对其０～１２月内的体重、身长及头围分别按
实际月龄足月儿生长标准和纠正月龄标准进行Ｚ评分评估并分析。结果　早产适于胎龄儿１岁内体重、身长和头
围均出现追赶性生长，且增长最快的阶段均在实际月龄０～３月，体重追赶速度优于身长追赶速度。结论　 生后前
３个月是早产适于胎龄儿的快速生长期；体重与身长的变化存在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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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产医学和新生儿重症监护诊疗技术的不断提
高使早产儿的存活率逐渐增高［１］，但随之而来的生

长发育问题也越来越多。早产儿是不同于足月儿的

特殊群体，其生长发育有着自身规律，保证早产儿追

赶生长、提高早产儿生命质量是儿科学、营养学目前

关注的问题［２］。随着人们对早产儿营养需求的不

断深入了解，当今的早产儿营养供给与二十年前有

了很大差别［３４］。本研究通过跟踪随访８４名胎龄在
２８～３６周的早产适于胎龄儿０～１２月内的体格生
长情况，对目前积极干预条件下早产适于胎龄儿的体

格生长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指导临床干预工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择２００５年８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在南京市妇

幼保健院产科出生，胎龄２８～３６周，参照中国１５城
市不同孕周新生儿出生体重值［５］、出生体重在

Ｐ１０～Ｐ９０间，并在该院儿保高危儿干预中心坚持定
期随访检查的早产适于胎龄儿 ８４例，其中男 ４４
例，女 ４０例。所有研究对象均无遗传内分泌疾病和
明显的智能发育障碍，父母身体健康，母亲有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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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检查，胎龄由母亲末次月经及胎儿Ｂ超确定。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观察参数　　出生体重及身长由产科获得，
在高危儿干预中心定期随访检查时测量体重、身长

及头围，每隔２８～３０ｄ测量一次，方法参照《儿童保
健学》第３版［６］，体重精确至１０ｇ，身长、头围精确
至０．１ｃｍ。
１．２．２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Ｚ评分分析法［７］，参

照 ２００５年中国九城市儿童体格发育的衡量数
字［８］，每个个体均分别采用实际月龄及纠正月龄正

常足月儿体格生长标准进行 Ｚ值的计算，６月龄前
以１个月为间隔时间，６月龄后以２个月为间隔时

间。Ｚ＝Ｘ－ＭｄＳ ，式中Ｘ为分析指标的个体观察值，

Ｍｄ、Ｓ为参考标准的中位数与标准差。同时以 ΔＺ
表示每个个体前一阶段体格生长 Ｚ值的变化。应
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对以上数据进行处理，计算
出各月龄段Ｚ值及ΔＺ值的中位数。

２　结果

２．１　出生一般情况
８４例早产适于胎龄儿中，胎龄２８～３６周，不同

孕周间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出生体
重中位数为２２２８ｇ（１１５０～２５５０ｇ），出生身长中
位数４４．３ｃｍ（３６．０～４９．０ｃｍ）。
２．２　１岁内体格生长Ｚ值分析

本研究对早产适于胎龄儿的体重、身长及头围

按照纠正月龄正常足月儿的体格生长标准进行评

价，并计算Ｚ值，发现从纠正胎龄４０周开始，每个纠
正月龄段的体重、身长和头围的中位数均大于 －１。
同时除纠正月龄１个月时体重的Ｚ值中位数小于身
长外，其余时间点体重的Ｚ值中位数均大于身长；体
重的Ｚ值于纠正月龄２、６及１２月时均大于０，而身长
的Ｚ值均未能大于０。按纠正月龄的头围自校正胎
龄４０周至１２月，Ｚ值中位数均大于－０．１（表１）。

本研究对受试患儿的身长、体重和头围的 Ｚ值
分布进行分析，发现２％～５％的患儿按纠正月龄标
准计算的各指标Ｚ值＜－２；１００％的患儿在１２月龄
时头围和体重的 Ｚ值均 ＞－２，而身长 Ｚ值在１０月
龄时即＞－２。另外，各时段体重的Ｚ值＞０的比例
一直高于３８％，其中１２月龄时最高（６５％），而身长
Ｚ值 ＞０的比例明显低于体重，最高为 ３月龄时
（５３％），随后逐渐降低，至１２月龄时 Ｚ值 ＞０的比
例仅为１８％（表１）。

表１　早产儿身长、体重和头围按纠正年龄的Ｚ值中位数及分布情况分析

纠正月龄 体重Ｚ值中位数
体重Ｚ值百分比（％）

＜－２ －２～０ ＞０
身长Ｚ值中位数

身长Ｚ值百分比（％）

＜－２ －２～０ ＞０
头围Ｚ值中位数

头围Ｚ值百分比（％）

＜－２ －２～０ ＞０

胎龄４０周 －０．５２６ ２ ３７ ６１ －０．７６５ ４ ３０ ６６ ０．５９８ ０ ８ ９２

１月 －０．７５２ ６ ３６ ５８ ０ ８ ４１ ５１ ０．４５０ ０ ３９ ６１

２月 ０．３４７ ６ ３０ ６４ ０ ６ ４１ ５３ ０．２５８ ０ ４３ ５７

３月 －０．２１４ ４ ５５ ４１ －０．２１７ ６ ４９ ４５ －０．００７ ２ ４９ ４９

４月 －０．０６１ ２ ４９ ４９ －０．３１８ ４ ５７ ３９ －０．００８ ６ ４７ ４７

５月 －０．０１３ ２ ５１ ４７ －０．２１７ ２ ５７ ４１ ０．０４１ ４ ４１ ５５

６月 ０．１７７ ２ ５９ ３９ －０．５００ ２ ６１ ３７ －０．０９２ ４ ５６ ４０

８月 －０．１３０ ２ ５９ ３９ －０．３６０ ４ ５９ ３７ －０．０２３ ４ ４９ ４７

１０月 －０．１４４ ２ ５５ ４３ －０．６５４ ０ ７０ ３０ ０．１００ ４ ４５ ５１

１２月 ０．５７２ ０ ３５ ６５ －０．７７８ ０ ８２ １８ ０．３２９ ０ ４２ ５８

２．３　１岁内体格生长的Ｚ评分变化
在出生后的第一年中，按实际月龄计算的每个

阶段体重和头围的 ΔＺ值均为正值，且以生后 ３个
月内ΔＺ值最大，３个月后 ΔＺ值呈现减小趋势。身
长的增长有一定波动，除３～４月龄间及８月龄后
ΔＺ为负值外其余月龄段均为正值，而 ΔＺ的最大值
也出现在３月龄内（表２）。

表２　按实际月龄计算的各指标ΔＺ值的变化

月龄段 体重 身长 头围

０月～ ０．２５５ ０．１８９ －
１月～ ０．９１２ ０．６０５ ０．４６８
２月～ ０．４０４ ０．２５９ ０．２６６
３月～ ０．１２８ －０．１１５ ０．０１７
４月～ ０．２６３ ０．１５０ ０．１０９
５月～ ０．１０４ ０．３０６ ０．１７９
６月～ ０．３６４ ０．２９１ ０．２５０
８月～ ０．１４５ －０．０３３ ０．１７９
１０月～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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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从纠正月龄计算的 ΔＺ值的变化与按实
际月龄的计算有明显不同，从总体看，体重、身长和

头围的 ΔＺ值一直处于波动中。在纠正月龄３个月
内及５～６月间呈负值变化外其余时间段均为正值，
身长在纠正月龄８个月内与体重、头围的 ΔＺ值的
变化一致，而在８个月后则一直呈负值（表３）。

表３　按纠正月龄计算的各指标平均ΔＺ值的变化

月龄段 体重 身长 头围

０月～ －１．０８８ －０．９２２ －１．０３４
１月～ －０．１６１ －０．０８０ －０．２５２
２月～ －０．００４ －０．１４４ －０．２４６
３月～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１
４月～ ０．２６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９
５月～ －０．１９１ －０．０３２ －０．１１４
６月～ ０．１８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２
８月～ ０．００８ －０．１８４ ０．０７２
１０月～ ０．３２７ －０．２３４ ０．１６１

３　讨论

Ｚ评分法［７］又称标准差离差法，是用偏离标准

差的程度反映生长情况的方法，兼有标准差法、百分

位数法、中位数百分比等常用分析方法的优点，既适

用于个体观察指标的评价，又适用于群体指标的比

较［７，９］，因此常用于早产儿等特殊群体的体格生长

的评价与分析。Ｚ值为正值表示观察值等于或大于
参考中位数，其差距为若干倍标准差，负值表示小于

参考中位数，差距为若干倍标准差。

婴儿体格生长的评价应考虑出生体重、胎龄的

因素，早产儿作为有别于正常足月儿的群体，对其发

育进行评价时应充分考虑其早产不成熟的因素，最

好采用早产儿生长曲线。由于我国目前尚无可供使

用的早产儿生长标准，因此只能参考足月儿的生长

标准，但在实际应用时应将早产儿的年龄进行校正

才能与足月儿的标准进行比较来确定其实际水平，

而对于胎龄校正的时间尚未有明确规定，一般界定

为２岁［１０］。但我国对于按纠正月龄足月儿生长标

准进行早产儿体格生长评价的报道还较少［１１］，从本

研究对早产适于胎龄儿１岁内体重的 Ｚ评分连续
变化进行的观察发现，分别按校正月龄和实际月龄

评估时早产儿体格评价的结果可有较大差别。按实

际月龄进行评价能较好地观察到早产儿追赶生长的

趋势和生长速度，而按校正月龄进行评价可更好地

反映早产儿体格生长的实际水平。选择合适的体格

发育评价标准和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评价个体和群体

的体格发育水平，为个体化指导和干预提供科学合

理的依据。

本研究中所有早产儿均持续随访，得到了较好

的早期干预，干预措施包括定期的喂养指导、固体食

物引入的指导、营养性疾病的及时纠正等。从按实

际月龄标准评价早产适于胎龄儿的体格生长状况可

以看出早产适于胎龄儿１岁内体重、身长和头围均
出现追赶性生长，且增长最快的阶段均在实际月龄

０～３月间，提示在早期干预下早产儿体格生长在生
后最初３个月出现了快速的追赶，出生后头３个月
是早产儿追赶生长的黄金时期。而按纠正月龄标准

评价结果看，在及时的干预下早产适于胎龄儿的体

格生长可接近正常足月儿。

本研究发现各纠正月龄段体重 Ｚ值的中位数
都在０值左右，且纠正月龄８月后一直 ＞０，而 Ｚ值
＞０的人数比例明显高于身长；身长 Ｚ值的均值虽
在纠正４０周和１月龄时 ＞０，但自纠正２月龄起均
值持续＜０且在纠正月龄 ８月后呈现明显下降趋
势，同时Ｚ值＞０的个体人数比例较低，提示早产适
于胎龄儿体重追赶速度优于身长追赶速度，身长追

赶对早产儿而言更为困难，也更需要时间，分析其原

因可能与身长反映的是长期的营养状况有关，更长

时间的随访观察将有助于累积更多数据。

通常人们把早产儿体格生长指标达到同年龄儿

童标准的第１０百分位或达到 ＞－２ＳＤ视为赶上生
长［１２］，根据 Ｚ值的意义，＞－２表示体格实测指标
＞－２ＳＤ，对早产儿而言即可表示达到赶上生长。
在本研究中按照纠正月龄评价时发现从纠正胎龄

４０周开始，每个纠正月龄段的身长、体重和头围的
Ｚ值的中位数（Ｍｚ）均大于 －１，提示从群体角度分
析，体格生长指标经纠正月龄评价时在各月龄段与

相应月龄的正常儿相比差异均不明显。但进一步分

析每个个体指标的 Ｚ值发现，各月龄段体重、身长
和头围 Ｚ值 ＞ －２的比例各不相同，提示本研究中
虽然所有早产儿均在 １２月龄前达到了追赶生长，
但早产儿个体体格生长追赶模式不尽相同，应关注

体格生长的个体差异，在早期干预时注重个体化的

指导。

综上所述，早产适于胎龄儿 １岁内体格生长呈
追赶性生长，追赶速度以 ３月龄内最为迅速，且体
重与身长追赶速度不均衡，个体体格生长模式也有

不同，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应运用合适的体格生长评

估方法来判断个体和群体的体格生长水平，以更好

地进行个体化的指导与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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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专业委员会成立庆典

暨中国医师协会第一次全国新生儿科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决定，并经中国医师协会学术会员部批准：定于２０１１年３
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专业委员会成立庆典大会暨中国医师协会第一次全国新生儿科学术大会。会议

主题为“新生命、新使命”。将邀请国内外有关专家就新生儿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讲座；并安排与会代表大会发

言及评选优秀论文。欢迎全国新生儿相关专业医生和管理者投稿并参会。请将论文电子版全文及８００字以内的结构
式摘要发至李婷电子信箱：ｌｉｔｉｎｇ８７６２＠ｓｏｈｕ．ｃｏｍ，不收纸质版论文。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７２１８４９。

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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