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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例新生儿心脏彩超筛查先心病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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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的发病情况，获得基本资料，为制定和采取干预措施提供决策依据。方法：将

新生儿心脏彩超列入常规检查项目，选择西京医院产科 2011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23 日出生的 200 名新生儿进行心脏彩超检查，

筛查率为 100%。结果：正常的为 170 例，占 85%，其中需观察、随访的 131 例。异常的为 30 例，发病率占百分之 15%，其中复杂先

心病 3 例。30 例先心病患儿中，以 ASD+PDA 类型心脏病最多， 占 56.67%； 其 次 是 ASD， 占 16.67%；VSD+ PDA 和

VSD+PDA+PFO 类型分别占 6.67%；检出复杂先心病类型单室 + 房间隔缺损 + 肺动脉瓣狭窄、单房单室、部分型心内膜垫缺损

+ASD+ 二尖瓣前瓣裂，分别占 3.33%。结论：新生儿先心病的发病率较高，采用心脏彩超等检查项目筛查是非常必要的，需认识导

致新生儿先心病的原因，尽早发现先心病患儿，并做好先心病患儿的随访工作，为及时进行干预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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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rate of neonatal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CHD) and obtain basic information

for making and taking interventions. Methods: Neonatal echocardiography is used as a routine neonatal examination in Xijing Hospital,
all the 200 cases newborn from June 13 to July 23 in 2011 were examined with the CHD screening rate is 100%. Results: The screening
results show 170 cases normal with the rate is 85% , and 30 cases abnormal with the incidence rate of CHD is 15% . Types and
composition ratio of 30 cases neonatal CHD list as ASD+PDA (56.67%), ASD (16.67%), VSD+PDA (6.67%), VSD+PDA+PFO (6.67%),
VSD (3.33%), SV+ASD+PS (3.33%), SA+SV (3.33%), artial endocardial cushion defect+ ASD+Anterior mitral valve cleft (3.33%).
Conclusions: The incidence rate of neonatal CHD is high,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o use chocardiography and other test
methords to screen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in neonatal. It is also required to investigate and recognize the causes for neonatal CHD,
detect it out early and intervene timely.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do well the follow-up work for children with 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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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是新生儿先天畸形的一种，先天性心脏病胎

儿期发病率高达 4%-10%，是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4]。
目前我国每年约有 l0～15 万患有先心病的新生儿出生，部分

严重、复杂的心血管畸形患儿生后如得不到及时、正确的诊治

将很快死亡[5]，而先心病是是 5 岁以下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6]。
超声心动图不仅是目前先心病的首选诊断方法，还在一些先心

病的介入治疗、术后评价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我科收治对象

大多为高危孕产妇，故西京医院将新生儿的心脏彩超列入常规

检查项目，以获得基本资料，为制定和采取干预措施、便于患儿

早日治疗和康复提供决策依据。现将 2011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23 日我院出生的 200 名新生儿的先心病筛查结果进行分析，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2011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23 日西京医院产科共出生 200
例新生儿，其中男婴 109 例，女婴 91 例，均为出生 1~5 天的新

生儿。
1.2 诊断方法及标准

将新生儿心脏彩超列入常规检查项目,对新生儿进行彩色

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检查，筛查率为 100%，以检查结果报告作为

诊断标准。

2 结果

2.1 新生儿先心病筛查结果

作者简介：崔丽丽（1986-），女，大专，护士，从事新生儿护理研究，

E-mail: llgf0911@126.com

（收稿日期：2011-08-07 接受日期：2011-08-31）

1325· ·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www.shengwuyixue.com Progress inModern Biomedicine Vol.12 NO.7 MAR.2012

注（Note）：动脉导管未闭（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PDA）；卵圆孔未闭（patent foramen, PFO）；房间隔缺损

（atrial septal defect, ASD）；室间隔缺损（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VSD）；肺动脉瓣狭窄（pulmonic stenosis,

PS）；单心室（single ventricle, SV）；单心房（single atrium, SA）；部分型心内膜垫缺损（artial endocardial

cushion defect, AECD）；二尖瓣前瓣裂（anterior mitral valve cleft, AMVC）。

图 1 30 例新生儿先心病类型及构成比例

Fig. 1 Type and composition ratio of 30 neonatal cases with CHD

基本情况

（Results）

先心病类型

（Types of CHD）
例数（Cases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age）

备注

（Remarks）

正常（85%）

（Normal）

完全正常（Completely

normal）
39 19.5

PDA 27 13.5
需观察、随访

（Need follow-up）PFO 49 24.5

PDA+ PFO 55 27.5

异常（15%）

（Abnormal）

ASD 5 2.5

可采取相应措施治疗

（Can therapy treatment）

VSD 1 0.5

ASD+PDA 17 8.5

VSD+PDA 2 1.0

VSD+PDA+PFO 2 1.0

SV+ASD+PS 1 0.5
无法治疗

（Couldn't treatment）SA+SV 1 0.5

AECD+ASD+AMVC 1 0.5

表 1 200 例新生儿心脏彩超检查结果

Table 1 Echocardiography examination results of 200 neonatal cases

新生儿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常规检查结果显示：正常的

为 170 例，占 85%；异常的为 30 例，发病率百分比为 15%。详细

检查结果统计见表 1 所示，其中动脉导管未闭和卵圆孔未闭的

检出率高，绝大部分可在 3~6 个月内自然关闭[7]，故列入正常情

况范围。

2.2 新生儿先心病类型及构成比例

筛查出的 30 例异常新生儿先心病中有 27 例是可以通过

手术和药物治疗等措施康复，分别是房间隔缺损 + 动脉导管未

闭（ASD+ PDA）17 例、房间隔缺损（ASD）5 例、室间隔缺损 +
动脉导管未闭（VSD+PDA）2 例、动脉导管未闭 + 卵圆孔未闭 +
室间隔缺损（PDA+PFO+ VSD）2 例、室间隔缺损（VSD）1 例。还

查出复杂先心病 3 例，分别是单室 + 房间隔缺损 + 肺动脉瓣狭

窄（SV+ASD+PS）1 例、单房单室（SA+SV）患儿 1 例、部分型心

内膜垫缺损 +ASD+ 二尖瓣前瓣裂患儿 1 例。新生儿先心病类

型及构成比例见图 1 所示。

3 讨论

3.1 新生儿先心病检查结果的对比分析

本次统计的 200 例新生儿先心病筛查结果表明，新生儿

（出生 1~5 天）先心病的发病率为 15%，与部分报道中的统计结

果相比，本次统计的结果明显较高。如王天成[8]等、许士梅[6]等报

道北京地区小儿先心病的发生率为 7.7‰～11.52‰，王俊英[2]

等报道山西太原市 2006～2008 年的平均发生率为 4.88%，唐

红梅[9]报道浙江嘉兴市的发生率为 7.09%，而金建英[10]报道浙

江嘉兴市秀洲区的发生率为 1.70%，庞丽静[4]等报道的新生儿

先心病发病率为 12.48‰。这可能与诊断方式有关，本次统计是

对所有新生儿在出生 1 至 5 天之内采用心脏彩超进行常规检

查，筛查率 100%，与其他报道的统计源有区别，表现在：①部

分统计报道中对新生儿和小儿的先心病筛查是在临床症状出

现之后，先加以判断，再通过仪器检查确诊，存在漏诊现象；②
部分报道中的统计对象是出生几天至几月或者几天至几周岁

的新生儿和小儿，由于部分类型的先心病可以随着小儿的成长

发育而康复，本文针对出生 1 至 5 天的新生儿进行先心病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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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因此部分报道的统计结果相对于本文结果会偏低；③有报

道称高危孕产妇与新生儿先心病之间的相关性较高[2，5]，由于西

京医院收治的对象多为高危孕产妇，也可造成本统计的新生儿

先心病发病率较高。
本统计的 30 例先心病患儿中，以 ASD+PDA 类型心脏病

最多，占 56.67%，其次是 ASD 和 VSD，分别占 16.67%和 10%，

与庞丽静[4]、王萍[11]、王俊英[2]等的结果不一致，这可能与诊断方

法不同有关，同时也与不同研究人员在统计时采取的分类方法

不同有关，如黄宏琳[12]等在统计时将复合先心病类型中存在的

先心病类型分别计入了该类型。但是从统计结果来看，新生儿

先心病发病率较高，需要引起重视，并针对先心病的致病因素

开展研究，以有效预防和治疗新生儿先心病。
3.2 关于新生儿先心病的统计研究

国内许多医学研究者对新生儿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

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如陈学辉等[3]通过对北京市 10 年新生儿

先天性心脏病的检出率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北京市新生儿先

天性心脏病 10 年检出率呈上升趋势，并且先天性心脏病在新

生儿常见疾病中排位上升至第四位。王萍[13]对 231 例婴儿进行

了超声心动图心脏检查，结果发现 216 例正常，15 例异常，异

常率达 6.5%。2006 年至 2008 年山西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收治

的 7 188 例新生儿，王俊英等[2]通过心脏彩色超声心动图检查，

对确诊先天性心脏病的资料进行了汇总，检出先天性心脏病

351 例（4.88%），而且发现先心病的发生率有上升趋势。庞立静

等[4]在研究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检查在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

筛查中的应用时，对 29 568 例新生儿进行先心病筛查，结果共

筛查出先心病 369 例，先心病发生率为 12.48‰，且发现新生儿

先心病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这些统计结果表明，尽管新

生儿先心病的检出率在全国各地差异较大，但先心病的发病率

呈逐年上升趋势，采取加强婚前及孕期保健宣传，提高产前检

查技术，早诊断、早处理，是降低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发生率的

有效措施。而新生儿的心脏病筛查是发现新生儿患先心病的必

要途径，是及早采取有效措施开展新生儿医治、提高新生先心

病患儿存活率的需要。
3.3 新生儿先心病原因分析

先心病是新生儿最常见的先天性疾病，引起先天性心脏病

的原因很多，临床普遍认为新生儿先心病的危险因素是：孕早

期感染，高龄产妇、孕妇围生期的多种不良环境因素、母亲孕期

一些疾病以及遗传因素等[2，5，14]。郭佳林等[5]通过对发生先心病

高危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孕早期各类感染是与先心

病发生显著相关的危险因素；王俊英[2]等统计分析发现母亲年

龄大于 30 岁，特别是大于 35 岁孕妇生育的新生儿，患先天性

心脏病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另外，孕期的环境因素如

孕期吸烟、饮酒、孕期感染、孕期用药、接触有害物质及放射线、
室内装修等也是导致新生儿先心病的主要因素。因此，孕妇首

先应加强自我保健，同时注意孕期所处环境、减少使用电脑避

免电磁辐射、避免室内装修等带来的环境污染、戒烟戒酒、加强

营养。
3.4 关于先心病的筛查和随访

先心病的发病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提高产前产后

的诊断水平，开展新生儿先心病的筛查排查是必要的。王文杰

等[15]证实正常人群中有 3.81%的未知先心病病人，张又祥等[16]

报道先心病的漏诊率高达 50%，其原因在于先心病的诊断多是

通过临床现象判断，后经过专用设备检测识别的，对于有些先

心病如小型室间隔缺损等在小儿时期可以无明显临床症状，仅

凭临床听诊及儿童的临床表现确诊先心病会造成一些先心病

儿童的漏诊。彩色超声心动图是一项简便易行、无创伤、直观、
准确、快速、安全、可重复的检查方法，由于西京医院接收的产

妇多为高危孕产妇，将新生儿彩色超声心动图检查作为常规检

查项目，是提高先心病确诊率和降低漏诊率的有效手段。通过

对 2011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23 日西京医院产科共出生的 200
例新生儿心脏彩超检查分析，发现新生儿先心病的检出率较

高，提高了先心病的确诊率，并有效地降低了漏诊率，说明了该

方法的有效性及作为西京医院新生儿常规检查项目的必要性。
对于检出的先心病患儿，应针对其先心病类型采取恰当的

处理措置，加强对先心病患儿的随访复查。部分先心病会随着

小儿的成长发育而康复，如新生儿膜周小于 5mm 的小室间隔

缺损，20％在不同的年龄能闭合，特别是在 1 岁内，肌部小室缺

有自然关闭的可能[12]，加强对先心病患儿的随访复查，以观察

患儿的发展情况，采取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等手段有效治疗先

心病患儿，是降低先心病死亡率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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