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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口服维生素 K预防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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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目的 　维生素 K缺乏是引起婴儿出血的常见原因 ,该病发病急剧 ,病死率高达 33 %左右。因此 ,

探索预防早发性新生儿出血的有效方法 ,对于降低由于维生素 K缺乏引起新生儿出血致婴儿残疾和降低死亡率具

有重大意义。方法 　选择在该院进行孕期检查、分娩、无并发症的正常孕产妇 64 例 ,分为给药组和对照组 ,给药组

从孕 38 周开始每日口服维生素 K1 10 mg ,直至分娩 ;对照组不给药 ;分娩后均抽取母亲静脉血和脐带血检测血清

维生素 K1 浓度。结果 　给药组孕产妇血清维生素 K1 含量为3. 21 ±0. 22μg/ ml ,新生儿脐带血维生素 K1 含量为

3. 04 ±0. 10μg/ ml ,对照组孕产妇血清维生素 K1 含量为0. 16 ±0. 13μg/ ml ,新生儿脐带血维生素 K1 含量为0. 08 ±

0. 06μg/ ml。两组差异有显著性 ( P < 0. 05) 。结论 　孕妇产前口服维生素 K1 ,是预防新生儿维生素 K缺乏性出

血症的有效方法。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2004 , 6 (6) : 523 - 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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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生素 K 缺乏是引起新生儿出血症的主要原

因[1 ,2 ] ,最近国内调查报告其发病率在 0. 4 ‰～

6. 88 ‰[3 ] ,致残率高达33. 3 %左右。为探索预防新

生儿维生素 K缺乏引起新生儿出血症的有效方法 ,

对在我院正常分娩的 64 例孕产妇在产前随机分组 ,

分别给予和不给予口服维生素 K1 ;分娩时分别抽取

母亲静脉血和新生儿脐带血检测血清维生素 K1 浓

度 ,以对孕妇口服维生素 K1 预防新生儿维生素 K

缺乏性出血症的可行性进行临床观察 ,现将结果报

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 1 　一般资料

在本院进行产前检查、分娩的正常孕产妇 ,按随

机原则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在产前 10 d

左右每日给维生素 K1 10 mg 口服 ,直至分娩 ;对照

组不给药。试验组孕产妇平均年龄在25. 2岁 ,平均

孕周39. 8周 ,新生儿出生体重平均 3 410 g ,阿氏评

分 1 min、5 min 评分都在 9 分或 10 分。对照组孕产

妇平均年龄25. 4岁 ,平均孕周39. 6周 ,新生儿出生体

重平均 3 520 g。两组观察对象均在分娩时抽取母

亲静脉血 2 ml、新生儿脐血 5 ml 放入试管中 ,离心

后取血清置于带盖试管中 ,在 - 20 ℃冰箱内冷冻保

存备检。同时检测新生儿凝血酶原时间 ( PT) 和血

小板 ( PL T)计数。

1 . 2 　维生素 K的检测

取血清 1 ml 加入离心试管中 ,加 2 ml 无水乙

醇 ,5 ml 正己烷 ,震荡 10 min ,离心分离正己烷于另

一试管中 ,再加入甲醇水 ,震荡离心 ,分离正己烷 ,取

4 ml 正己烷于试管中用氯气吹干 ,加入 100 ml 甲醇

∶乙酸乙脂 (95∶5V / V) 100 ml (每 100 ml 加入 50 ml

磷酸)溶解结晶 ,放入 55 ℃水溶液中分多次加入 100

ml 的硼氢化钠乙醇饱和溶液 (还原维生素 K1 ) ,

1 000 r/ min离心 10 min ;取上清液上高压液相色谱

仪检测。仪器为岛津 LC - 2010A。PL T、PT 测定

使用仪器为德国 BECL4 型血凝分析仪。

2 　结果

　　对照组有 1 例新生儿发生颅内出血经治疗后好

转 ,10 d 后出院。经检测孕妇血清中维生素 K1 浓

度为 0. 56μg/ ml ,新生儿脐带血清中维生素 K1 浓

度为 0. 5μg/ ml ,均低于给药组血清中维生素 K1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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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浓度。

母亲分娩时静脉血清中维生素 K1 浓度试验组

与对照组比较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 ( P < 0. 05) ,新

生儿脐带血清中维生素 K1 的浓度观察组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P < 0. 05) ,见表 1。

表 1 　两组孕妇分娩时静脉血清及新生儿脐带血清维生素

K的浓度

组别 例数 孕妇 新生儿

对照组 32 0. 16 ±0. 13 0. 08 ±0. 06

实验组 32 3. 21 ±0. 22 3. 04 ±0. 10

t 2. 06 2. 16

P < 0. 05 0. 05

3 　讨论

　　维生素 K缺乏是引起新生儿出血的常见原因 ,

近期国内调查报告发病率为0. 4 ‰～6. 9 ‰,平均

2. 4 ‰,明显高于日本 1981 年全国普查的发病率

(1/ 4 500) 。该病发病急剧 ,病死率和致病率高达

33. 3 %。于是引起世界各国对维生素 K 缺乏引起

新生儿出血的高度重视。因此预防由于维生素 K

缺乏引起新生儿出血对于减少婴儿残疾和死亡率具

有重要意义。

维生素 K 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绿色植物和动

物肝脏中 ,人的肠道也能合成 ,所以成人很少发生维

生素 K缺乏症。但小婴儿由于母体内维生素 K 难

以通过胎盘致脐血维生素 K 的含量仅为母血维生

素 K含量的 1/ 30 左右 ,加之小儿肠道菌群还未建

立 ,母乳中维生素 K含量较低 ,易致出血症的发生。

据张洪荣[5 ]对 44 例晚发性维生素 K缺乏出血症的

分析 ,母乳中维生素 K含量仅 15μg/ L ,远低于牛奶

中的含量 (60μg/ L) ,其次母乳喂养儿肠道内主要为

乳酸杆菌 ,合成维生素 K 少 ,致内源性维生素 K 产

生不足 ,故纯母乳喂养的小婴儿更易发病。为预防

维生素 K缺乏 ,有报道该研究对所有新生儿生后应

常规肌注维生素 K1 1 mg 1 次 ,对早产儿连用 3 d ,

对纯母乳喂养儿生后每半个月定期口服维生素 K1 1

次 ,每次 2. 5 mg ,直至 4 个月。而本文采用孕妇从

孕 39 周开始 ,每日口服维生素 K1 10 mg ,直至分娩 ,

分娩时分别采集母亲血和脐带血检测维生素 K1 的

含量 ,检查结果显示无论母亲血还是新生儿脐血维

生素 K的含量均高于对照组 ,本试验对照组发生 1

例颅内出血 ,给药组没有发生新生儿出血 ,给孕妇口

服维生素 K1 结果证明 ,尽管维生素 K 在胎盘通透

性受到一定限制 ,但在孕妇孕晚期 (孕 38 周以后)每

日口服维生素 K1 10 mg ,既增加了孕妇血中维生素

K1 的浓度 ,同时也增加了胎儿体内维生素 K1 含量 ,

对预防新生儿出血症能起到有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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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　　误

　　本卷第 4 期第 351 页表 2 中 ,游离内碱在血清或血浆中的浓度应为 34. 6～35. 6μmo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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