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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盘植入输血的影响因素分析及预测模型构建

潘晔 陆艳 王婕 张雅琴

胎盘植入是产后出血的严重原因之一，而产后

出血增加了切除子宫的风险，甚至威胁到母婴的生

命安全。研究发现从产妇产后出血到死亡平均时

间为 2 h[1]，及时的止血和输血治疗可以提高救治成

功率，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因此，术前评估胎盘植

入患者出血风险，正确预测是否需要输血对提高救

治成功率极为重要。本次研究通过对胎盘植入患

者资料总结，分析影响输血的因素，并构建输血的

预测模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年 1 月至 2022年 1 月期

间湖州市妇幼保健院胎盘植入孕妇330 例。纳入标

准包括：①胎盘植入输血患者满足产科出血诊断标

准[2]；②输血治疗的孕妇输注红细胞悬液≥4 U；③孕

妇资料完整；④无输血禁忌证者。排除标准：①非

胎盘植入相关原因引起的产后出血者；②合并有肿

瘤者；③有感染性疾病者；④交流障碍者。本次研

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所有孕妇均知

情同意。

1.2 方法 根据是否输血分为输血组和未输血组，

比较两组患者年龄、孕周、孕次、前置胎盘、子宫手

术史（剖宫产史、子宫肌瘤手术史等）、凝血相关疾

病、血红蛋白（hemoglobin，Hb）、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子痫/子痫前期、妊娠期糖尿病、妊

娠期高血压等，并采用 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胎盘

植入需要输血的危险因素，按照危险因素的回归系

数构建预测模型。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

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受试者工

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计 算 曲 线 下 面 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对模型进行 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

验。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330 例胎盘植入孕妇中，输血有 110 例纳入输

血组，未输血 220例纳入未输血组。两组孕妇一般

资料分析见表1。
表1 两组孕妇一般资料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年龄/岁

孕周/周

孕次/次

前置胎盘/例（%）

子宫手术史/例（%）

凝血相关疾病/例（%）

Hb/g/L

BMI/kg/m2

子痫/子痫前期/例（%）

妊娠期糖尿病/例（%）

妊娠期高血压/例（%）

输血组

30.62±5.48

36.52±1.79

2.69±1.07

67（60.91）

51（46.36）

34（30.91）

115.75±9.90

23.43±2.33

10（ 9.09）

24（21.82）

20（18.18）

未输血组

29.80± 4.84

36.82± 1.70

2.49± 0.86

48（21.82）

38（17.27）

10（ 4.55）

124.24±11.13

23.32± 1.72

22（10.00）

31（14.09）

30（13.64）

由表 1可见，输血组中前置胎盘、子宫手术史、

凝血相关疾病发病率均高于非输血组，Hb低于非输

血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分别=49.36、31.51、
44.11，t=6.77，P均＜0.05）；两组间年龄、孕周、孕次、

以及子痫/子痫前期、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

占比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分别=1.38、1.52、
1.74，χ2 分别=0.07、3.15、1.18，P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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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影响胎盘植入输血的多因素 logistic分析见表2
表2 影响胎盘植入输血的多因素 logistic分析

因素

前置胎盘

子宫手术史

凝血相关疾病

Hb

β
1.21

1.38

2.13

-0.07

SE

0.30

0.31

0.45

0.02

Wald

16.81

19.40

22.66

22.80

P

＜0.05

＜0.05

＜0.05

＜0.05

OR

3.83

3.45

4.46

1.07

95％CI

2.19～ 6.70

1.90～ 6.26

1.91～10.39

1.04～ 1.10

由表 2可见，前置胎盘、子宫手术史、凝血相关

疾病、Hb均是影响胎盘植入输血的影响因素（OR分

别=3.83、3.45、4.46、1.07，P均＜0.05）。
2.3 各影响因素的ROC曲线分析见表3

表3 各影响因素的ROC曲线分析

因素

前置胎盘

子宫手术史

凝血相关疾病

Hb

AUC

0.69

0.64

0.63

0.70

SE

0.03

0.03

0.03

0.03

P

＜0.05

＜0.05

＜0.05

＜0.05

95％CI

0.63～0.75

0.58～0.71

0.56～0.70

0.64～0.76

由表 3 可见，各独立危险因素的 AUC 均不高，

最高仅为0.70。
2.4 联合预测因子的构建及验证 根据各危险系

数的回归系数的权重建立联合预测因子，联合预测

因子=1.21×前置胎盘+1.38×子宫手术史+2.13×凝血

相关疾病-0.07×Hb，AUC=0.83，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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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联合预测因子预测胎盘植入输血的ROC曲线

由图1可见，联合预测因子的灵敏度为62.02％，

特异度为 92.30％。联合预测模型行Hosmer-Leme⁃
show拟合优度检验（χ2=13.24，P＞0.05）。
3 讨论

前置胎盘是妊娠 28 周以后胎盘下缘毗邻或覆

盖子宫颈内口[3]，是导致产后出血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输血组中前置胎盘占 60.91％

（67/110），且前置胎盘是影响胎盘植入输血的危险

因素（P＜0.05）。子宫手术后子宫肌纤维连续性被

破坏，在分娩过程中子宫收缩会增加出血量，胎盘

植入在子宫瘢痕处，血窦开放可直接引起出血。另

外胎盘植入可引起宫缩乏力，血管不易闭合，造成

持续性出血，从而增加输血量。本次研究输血组有

子宫手术史的占比明显高于未输血组，子宫手术史

是影响胎盘植入输血的危险因素（P＜0.05），这与张

文等[4]研究结果一致。胎盘植入出血凝血期间会消

耗大量凝血因子，孕妇有凝血相关疾病可加重产后

出血，需要增加输血量。本次研究中胎盘植入输血

组中凝血相关疾病的占比明显高于未输血组，凝血

相关疾病是影响胎盘植入输血的危险因素（P＜

0.05）。贫血降低了孕妇对产后出血的耐受性，增加

了出血的风险。本次研究还分析发现，Hb是影响胎

盘植入输血的影响因素（P＜0.05），这与张文等[4]的

研究结果一致。妊娠合并贫血对母婴均可造成不

良的影响，还会增加产后输血的风险，因此建议孕

妇定期规范产检，避免贫血发生。

任何单一的危险因素预测胎盘植入是否需要

输血的效能有限，本次研究分析发现引起胎盘植入

输血独立危险因素的AUC最大仅为 0.70，预测效能

一般，而联合预测因子AUC达到 0.83，Hosmer-Lem⁃
eshow拟合优度检验（P＞0.05），说明该联合预测因

子效果较好，预测效能明显高于单一的独立危险因

素。但是本次研究样本量偏少，后期需要纳入更多

样本量，继续优化联合预测模型。

综上所述，引起胎盘植入输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较多，但是单一因素预测效能一般，通过联合预测

因子直接对各因素量化分析，计算简便，预测效能

明显更好，准确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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