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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 ＭＲＩ诊断瘢痕子宫妊娠合并胎盘植入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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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入（长箭），胎盘内可见留空血管影（短箭）；ｂ）横轴面Ｔ２ＷＩ

示胎盘似侵犯右侧宫旁组织，右侧输尿管末端显示不清（箭）；

ｃ）镜下示子宫肌层及浆膜内见大量绒毛组织（×１００，ＨＥ）。

图１　 女，３０岁。ａ）矢状面

Ｔ２ＷＩ示胎盘位于子宫前壁，部

分覆盖宫颈口，子宫肌壁线样

低信号影中断，胎盘下缘局部

与子宫肌层分界不清，相邻膀

胱壁欠光滑，并可见胎盘组织

　　病例资料　患者，女，３０岁。主因宫内孕二胎３６＋３周待

产，行产前彩超检查提示：宫内孕，单活胎，头位，胎盘Ⅱ级，中

央型完全性前置胎盘。遂急诊入院，患者曾于２００６年行剖宫

产术，现无宫缩，未见红，未破水，胎心快（１４４次／分），为明确诊

断，排除胎盘植入行 ＭＲＩ检查。

ＭＲＩ示：子宫增大，宫内可见胎儿影像，胎盘位于前壁，向

下部分覆盖宫颈口，胎盘下缘局部与子宫前下壁分界不清，膀

胱壁似受累，胎盘内可见血管流空影（图１ａ、ｂ），考虑中央型完

全性前置胎盘，伴穿透性胎盘植入，膀胱受侵。

术中所见：子宫下段菲薄，前壁血管怒张，胎盘位于前壁，

沿胎盘上缘手取胎盘，剥至子宫下段出血凶险，予纱布压迫止

血，在输血情况下予以全子宫切除术，术中见右侧宫旁出血较

多，肉眼见胎盘样组织侵蚀右侧输尿管至膀胱入口处，直视下

切除宫旁浸润组织。

病理所见：（宫颈壁）肌层及浆膜见绒毛组织，局部血管内

见绒毛组织（图１ｃ），符合胎盘植入，（右侧宫旁植入病灶）见绒

毛组织。

讨论　胎盘植入的发生与子宫内膜的损伤或子宫瘢痕有

关，可引起孕产妇大出血，危及母婴的生命安全［１］。胎盘植入

常合并前置胎盘，产前诊断尚无确切的诊断依据，目前普遍认

为血清ＡＦＰ、ＭＲＩ、彩色多普勒超声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２］。

ＭＲＩ的优点主要体现在成像范围大，不受孕妇体型及其他条件

限制，尤其对胎盘附着于子宫后壁或盆腔深处时，诊断成功率

明显高于超声。检查体位一般为平卧位，孕中晚期可采用左侧

卧位，以减少子宫对腹盆腔血管的压迫［３］，最适于诊断胎盘植

入的平扫序列是非抑脂Ｔ２ＷＩ，最佳方位是矢状面
［４］。目前对

于胎盘植入的ＭＲＩ诊断尚无统一标准，许多学者总结出了自己

的意见，如 Ｍａｓｓｅｌｌｉ等
［５］定义：子宫肌层局部变薄或不规则破坏

为胎盘粘连，低信号的子宫肌壁内出现高信号灶为胎盘植入，

异常信号穿透子宫肌壁且膀胱壁出现不规则改变即为胎盘穿

通；结果他们的 ＭＲＩ诊断及分级与手术病理完全相符。Ｄｗｙｅｒ

等［６］总结胎盘植入的征象有：子宫肌壁局部变薄或缺失、胎盘

与子宫交界处呈结节样、胎盘的占位效应使子宫外突、胎盘信

号不均、Ｔ２ＷＩ中胎盘内低信号条带及胎盘与膀胱之间组织消

失。Ｗａｒｓｈａｋ等
［３］应用钆剂增强，发现胎盘的母体部分在动脉

期可明显强化，与子宫肌壁分界明显，而后者在增强后期才强

化，胎盘植入者，动脉期增强的胎盘信号外突，增强后期相应部

位子宫肌壁局部变薄，增强扫描比Ｔ２ＷＩ更清晰，尤其对胎盘粘

连的敏感性高。但钆剂的沉积是否会产生继发的副作用等尚

不清楚，因此一般不主张孕妇注射钆剂。虽然目前临床上对于

ＭＲＩ上胎盘植入的特异性征象，应用何种序列可提高诊断胎盘

植入的敏感性及分级的准确率尚无明确的诊断标准，但笔者认

为产前 ＭＲＩ对于明确诊断胎盘植入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孕妇

在产前超声检查时若出现前置胎盘或怀孕期间出现阴道流血

的情况，有必要进行 ＭＲＩ检查，以便更加明确的诊断是否有胎

盘植入的情况，较准确地显示胎盘植入的部位、肌层及周围器

官的受累情况，为临床明确诊断及进一步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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