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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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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凶险性前置胎盘%

777

&及非凶险性前置胎盘%

<777

&伴胎盘植入的诊

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产检提示胎盘前置的
!"#

例孕晚期患者的临床及
J4L

资料"并与手术及病

理结果进行对照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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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777

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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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伴发胎盘植入的诊断效能差异!结果!经手术及

病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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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中发生胎盘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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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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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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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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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误诊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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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胎盘植

入的总体诊断效能与手术%金标准&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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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穿透型胎盘的检出率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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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粘连型胎盘的检出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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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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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J4L

对胎盘植入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可为子宫肌层与胎盘组织关系的评估提供有效信息"可作为产

前诊断检查手段"指导临床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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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既往有剖宫产史!本次妊娠胎盘前置!且胎盘

覆盖子宫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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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同时伴发胎盘植入!导致产妇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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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出血!危及产妇生命!因此产前胎盘植入的准确诊

断尤为重要#

J4L

组织分辨力较高!能清晰显示胎盘

位置及与子宫肌层的关系!可为评估胎盘植入提供有

效信息!是目前产前诊断前置胎盘及胎盘植入较为理

想的检查手段!已得到临床认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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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顾性分

析凶险性前置胎盘及非凶险性前置胎盘%

<6<.

Q

:8<0.

(06WC

Q

1/(:<9/

Q

8:S0/

!

<777

&伴胎盘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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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现!旨在探讨
J4L

对胎盘植入深度的评估价值及子宫

肌层疤痕对
J4L

诊断胎盘植入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l

病例资料

搜集
%&!F

年
!

月
@%&!#

年
#

月于本院就诊!产

检提示前置胎盘的
!"#

例孕晚期孕产妇!回顾性分析

其临床资料和
J4L

表现特点!并与手术病理结果进行

对照分析#病例纳入标准$

'

孕晚期产检提示胎盘前

置!需明确有无胎盘植入*

(

无腹盆腔其他疾病!无

J4L

检查禁忌证且患者本人及家属同意行
J4L

检

查*

)

图像显示清晰!无明显胎动干扰#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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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分为两组$既往有剖宫产术史!且本

次妊娠胎盘前置并覆盖子宫切口部位为凶险性前置胎

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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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既往无剖宫产术史或本次妊娠胎盘未

覆盖子宫切口部位为非凶险性前置胎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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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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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共纳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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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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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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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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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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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剖宫产术史!

F

例有
%

次以上剖宫产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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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出现孕晚期无

明显诱因阴道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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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共纳入患者
F#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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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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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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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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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
!

次剖宫

产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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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
%

次以上剖宫产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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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
!

次以上

人工流产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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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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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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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

仪!体部相控阵线圈#嘱患者平静呼吸!取仰卧位#扫

描序列及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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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范

围自宫底至耻骨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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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析

由两位以上具有高级职称的影像诊断医师采用盲

法阅片!明确前置胎盘类型"有无胎盘植入及植入类

型#

J4L

影像征象及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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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前置胎盘!胎盘

下缘达到宫颈内口为边缘型前置胎盘!部分覆盖宫颈

内口为不完全前置胎盘!完全覆盖宫颈内口为完全前

置胎盘+

?

,

*

(

粘连型胎盘!胎盘与子宫交界面显示欠清

晰!子宫结合带显示不规则!肌层完整*

)

植入型胎盘!

胎盘附着部位子宫肌层局部中断!肌层与胎盘组织融

合!交界面模糊!见多发迂曲流空血管影!浆膜层完整*

*

穿透型胎盘!子宫肌层完全断裂!胎盘绒毛深入并穿

透子宫浆膜层!胎盘母体面成'驼峰样)不规则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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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分析

采用
D7DD!F'&

软件行统计学分析#一般临床资

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J4L

诊断结果与手术病理结

果的一致性评估采用
[/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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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百分比%率&数据的

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
!

果

!l

手术及病理结果

经手术及病理证实共
#%

例患者伴发胎盘植入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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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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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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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F3'"\

&!

<777

组

%#

例%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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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组胎盘植入的发生率高于

<777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

%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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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

入深度$

777

组中粘连型胎盘
#

例!植入型胎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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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穿透型胎盘
$

例#

<777

组中粘连型胎盘
2

例!植入

型胎盘
!?

例#手术$

$

例穿透型胎盘植入患者行子宫

全切术!

!

例胎盘植入患者术中出血量大!行子宫全切

术!另
$

例胎盘植入患者因胎盘剥离困难行子宫次全

切术#

%lJ4L

诊断效能及与手术病理结果的一致性

777

组
J4L

诊断胎盘植入的灵敏度"特异度"符

合率分别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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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组
J4L

诊

断胎盘植入的灵敏度"特异度"符合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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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胎盘植入的总体符

合率为
?F'2\

!与手术及病理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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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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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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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胎盘植

入均具有较高的诊断符合率!

777

组误诊率高于

<777

组!而漏诊率低于
<777

组#

"lJ4L

诊断胎盘植入深度

J4L

对各型胎盘植入的检出率$

777

组
3$

例胎

盘植入患者中!粘连型胎盘的检出率为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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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型胎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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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型胎盘为
!&&\

%

$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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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盘植入深度评估误诊
3

例!其中
!

例

胎盘粘连过度诊断为胎盘植入!

!

例胎盘植入过度诊

断为胎盘穿透!

%

例胎盘植入误诊为胎盘粘连#

<777

组
%#

例胎盘植入患者中!粘连型胎盘的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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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型胎盘的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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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无植入胎盘"孕
"?

周!矢状面
,

%

PL

示胎盘主体位于子宫前壁及右后壁"下缘完全覆盖宫颈内口%长

箭&(胎盘信号均匀"子宫肌层连续"与胎盘交界面显示清晰%短箭&!

!

图
%

!

植入型胎盘"孕
"3

周!

/

&矢状

面
,

%

PL

示胎盘完全覆盖宫颈内口%短箭&"胎盘下段信号不均%长箭&(

B

&矢状面
HPL

示胎盘内出血呈片状

高信号%箭&(

(

&横轴面
,

%

PL

示子宫后壁肌层模糊"胎盘内见片状低信号%箭&(

5

&横轴面
,

!

PL

示胎盘内出

血高信号%箭&(

:

&病理图示平滑肌组织内见蜕膜组织及绒毛组织%

*!&&

"

M-

&!

表
!

!

J4L

对
777

组及
<777

组伴发胎盘植入的诊断效能
!

%

\

&

组别 敏感度 特异度 符合率 误诊率 漏诊率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777

组
2!'! #%'& ?3'" %?'& ?'2 ?$'3 ?!'?

<777

组
?!'$ 2$'& ?2'F $'& !?'$ 2!'# ??'3

表
%

!

J4L

诊断胎盘植入深度及与手术病理结果对比
!

%例&

手术病
理结果

例数
J4L

诊断结果%

777

组&

粘连 植入 穿透 无植入
例数

J4L

诊断结果%

<777

组&

粘连 植入 无植入

粘连
# % ! & 3 2 " ! $

植入
"" % "& ! & !? " !$ &

穿透
$ & & $ & & & & &

无植入
%$ & # & !? 3& ! ! "?

合计
#& 3 "? F %% F# # !# 3"

粘连过度诊断为胎盘植入!

"

例胎盘植入误诊为胎盘

粘连#两组中
J4L

诊断穿透型胎盘的符合率最高!植

入型胎盘次之!粘连型胎盘最低#

讨
!

论

!l

临床特点

剖宫产为胎盘前置及植入的重要致病因素!剖宫

产术后再次妊娠患者发生胎盘前置及植入的概率远高

于无剖宫产史患者!且植入概率随剖宫产次数增加而

升高+

!&

,

#经手术及病理证实!本组共
#%

例患者伴发

胎盘植入!其中
$3

例有
!

次剖宫产史!

2

例有
%

次以

上剖宫产史#

%l

胎盘植入的
J4L

征象

胎盘植入的直接
J4L

征象包括子宫肌层变薄"中

'$

放射学实践
%&!2

年
!

月第
"3

卷第
!

期
!

4/506178/(90(:

!

;/<%&!2

!

=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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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植入型胎盘伴部分穿透"孕

"%

周
i3

!

/

&矢状面
,

%

PL

示胎盘

信号混杂"子宫前壁与胎盘交界面显

示不清%箭&(

B

&冠状面
,

%

PL

示交

界面迂曲增粗血管影%箭&(

(

&术后

病理示胎盘绒毛穿透肌层达浆膜伴

变性*出血%

*!&&

"

M-

&!

!

图
3

!

穿透型胎盘"孕
"!

周!

/

&矢状面

,

%

PL

示子宫前壁肌层断裂"肌层及

胎盘局部向外突出%白箭&"膀胱后壁

局部中断%黑箭&(

B

&横轴面
,

%

PL

示子宫肌层及胎盘局部向外突出

%箭&!

断!局部隆起!胎盘组织向外突出*间接
J4L

征象包括

子宫肌层与胎盘分界模糊"交界面血管迂曲增粗"胎盘

内见低信号带等+

#

!

!!

,

#本组
F$

例患者胎盘无植入!

J4L

显示子宫肌层连续完整!胎盘信号均匀!表面光

整!与子宫交界面分界清晰%图
!

&#

J4L

检出
$

例粘

连型胎盘!可见子宫胎盘交界面局部显示欠清!子宫肌

层连续#

777

组
""

例及
<777

组
!?

例胎盘植入患者

矢状面及横轴面
,%PL

图像可见胎盘附着部位子宫肌

层欠连续!局部变薄向外隆起!胎盘信号不均匀!肌层

与胎盘分界模糊!并见迂曲增粗血管影%图
%/

&!子宫

浆膜层完整*

HPL

序列示胎盘内不均匀片状高信号

%图
%B

&#其中
%"

例患者胎盘内见不规则斑片状短

,

!

"短
,

%

出血信号%图
%(

"

%5

&#另
$

例穿透型胎盘在

,

%

PL

矢状面及冠状面图像上表现为子宫下段肌层中

断!胎盘与肌层融合%图
"/

"图
3/

&!胎盘表面呈
j

驼峰

样
j

隆起+

!%

,

!向外突出%图
3/

"

3B

&!膀胱后壁局部消失#

"lJ4L

诊断胎盘植入的假阳性分析

本组共
2

例无植入胎盘误诊为胎盘植入或粘连!

其中
777

组
#

例误诊为植入型胎盘!误诊率达
%?\

!

<777

组误诊胎盘植入及胎盘粘连各
!

例#回顾性分

析
2

例误诊患者的
J4L

表现!其中
%

例患者可于子宫

与胎盘交界面发现流空血管影!但无迂曲增宽#

777

组
#

例患者
,

%

PL

序列可见胎盘附着处子宫前壁肌层

变薄!表面不光整!肌层及胎盘交界面模糊!与发生胎

盘植入时表现类似!推测可能由于剖宫产术后子宫肌

层发生疤痕愈合!局部萎缩"纤维化所致!据此征象诊

断胎盘植入的符合率较低#

HPL

序列图像上胎盘与

子宫肌层信号差异大!易区分边界+

!"

,

!发生胎盘植入

时可见胎盘表面毛刺样高信号深入肌层稍低信号内!

上述患者
HPL

图像中未见此表现#故对于子宫疤痕

处胎盘植入的判断应注意综合多种间接征象!观察子

宫与胎盘分界面情况#

,:6

等+

!3

,认为胎盘内不规则条状低信号带可作

为胎盘植入的特征性表现#本组
2

例误诊患者中
F

例

胎盘信号不均匀!内见条状低信号影!其中
"

例胎盘子

宫交界面可见斑片状低信号影#陈永露等+

2

!

!$

,认为胎

盘内低信号可能为深入肌层的胎盘绒毛组织发生缺血

坏死及出血后纤维化所致#但本组病例均为孕晚期患

者!此时正常胎盘间隔老化"纤维化!亦可表现为低信

号影!两者难以区分!造成误诊+

!F

!

!#

,

#有学者提出正

常胎盘间隔纤维化低信号相较于坏死绒毛组织更为细

小!且走形较规则+

!?

,

#其次!对胎盘植入
J4L

各征象

的评估!主观性强!缺乏量化指标!且已有研究表明凶

险性前置胎盘易伴发胎盘植入!故当存在疑似胎盘植

入征象时!主观判断易倾向于阳性诊断而造成过度诊

断#林剑军等+

!2

,提出植入部位胎盘内低信号距子宫

($

放射学实践
%&!2

年
!

月第
"3

卷第
!

期
!

4/506178/(90(:

!

;/<%&!2

!

=61"3

!

>6'!



肌层长度与胎盘厚度比值越大!胎盘剥离术中出血量

越多!可指导手术方案的选择!但未用于产前诊断#产

前评估胎盘植入的量化指标有待进一步探讨#

3lJ4L

对胎盘植入深度的诊断及误诊分析

依据胎盘绒毛植入子宫肌层深度!将胎盘植入分

为粘连型"植入型和穿透型三种类型#本研究中
J4L

对穿透型胎盘的检出率最高!植入型胎盘次之!粘连型

胎盘最低#

777

组
$

例穿透型胎盘均准确诊断#本

组
!

例植入型胎盘过度诊断为穿透型胎盘!此例患者

术中可见子宫下段前壁与膀胱后壁紧密相连!肌层断

裂!胎盘植入全肌层!仅存浆膜层!产前鉴别诊断存在

一定困难#本研究中
777

组
""

例植入型胎盘!

J4L

检出其中
"&

例%

2&'2\

&*

<777

组
!?

例植入型胎盘!

J4L

检出其中
!$

例%

?"'"\

&#

两组中
J4L

对粘连型胎盘的检出率均较低!产前

J4L

检出胎盘粘连
$

例!

J4L

图像可见粘连处胎盘母

体面不光整!子宫肌层显示完整"连续#本组漏诊
2

例

胎盘粘连!其中
777

组
3

例!

<777

组
$

例!可能与以

下原因有关$胎盘粘连范围小!病变部位显示层面少*

将子宫结合带的信号改变作为诊断要点+

%&

,

!但孕晚期

子宫肌层菲薄!结合带与肌层难以区分!结合带信号改

变难以观察#另外胎盘粘连仅表现为胎盘蜕膜组织缺

陷!表面欠光整!而绒毛组织未深入肌层!缺乏特征性

表现+

%!

,

#

J4L

对孕晚期粘连型胎盘与正常胎盘"浅植

入型胎盘的鉴别诊断尚存在一定困难#

J4L

分辨力较高+

%%

,

!

J4L

检查对产前胎盘植入

的诊断及植入深度的评估具有较高价值!可为临床治

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信息#剖宫产术后子宫疤痕表

面不光整!

J4L

显示其与胎盘交界面模糊等征象!据

此征象诊断胎盘植入的假阳性率较高!此时需结合其

他征象进行综合分析#同时
J4L

对胎盘粘连的检出

率较低!对鉴别孕晚期胎盘粘连与正常胎盘存在一定

局限性!其鉴别诊断要点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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