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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产前超声检查诊断胎儿肢体畸形的价值 

刘淑凯 

博野县医院  河北保定 

【摘要】目的 研究规范产前超声检查诊断胎儿肢体畸形的价值。方法 选择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2 月到本

院接受产前检查的孕妇 56 例，运用规范性产前超声检查方式对胎儿肢体畸形诊断。结果 规范产前超声检查中，

总检出率为 7.00%，胎儿肢体姿势异常检出率 66.67%、四肢短小检出率 100.00%、双侧股骨不等长检出率 100.00%、

多（并）趾、指下检出率 40.00%、肢小腿缺如检出率 100.00%、手缺如检出率 100.00%、足内翻检出率 75.00%、

桡骨缺如检出率 100.00%、前臂缺失检出率 100.00%。结论 规范产前超声检查诊断胎儿肢体畸形可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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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standardized prenatal ultrason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fetal limb mal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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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value of standardized prenatal ultrason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fetal limb 
malformations. Methods: 56 pregnant women who received prenatal examin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nd the fetal limb malformations were diagnosed by standardized prenatal ultrasound. 
Results: in the standardized prenatal ultrasound examination, the total detection rate was 7.00%, the detection rate of 
abnormal fetal limb posture was 66.67%, the detection rate of short limbs was 100.00%, the detection rate of unequal 
length of bilateral femurs was 100.00%, the detection rate of multiple (combined) toes and under fingers was 40.00%, the 
detection rate of limb and leg absence was 100.00%, the detection rate of hand absence was 100.00%, the detection rate 
of intra foot turnover was 75.00%, the detection rate of radius absence was 100.00%,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forearm 
absence was 100.00%. Conclusion: standardized prenatal ultrasound diagnosis of fetal limb malformations can be 
popul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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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妊娠中，很容易被多种因素所影响，其中包

含：化学用品、遗传性因素、空气污染、不良的生活

习惯等，很容易造成孕妇子宫内胎儿的染色体出现显

著变化，使得胎儿出现畸形[1]。肢体畸形作为先天性畸

形疾病中比较常见和普遍存在的，对胎儿肢体畸形角

度分析，多肢体位置受累作为此类患儿的主要表现，

畸形存在种类较多，一般会在其下肢部位和上肢部位，

其中下肢畸形一般为足内翻与足外翻[2]。而上肢畸形一

般为手部畸形，使得畸形出现的因素多种。有学者认

为，胎儿畸形出现很容易引起医患纠纷，还会带给家

庭比较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经济负担，对此规范产前超

声技术较为关键[3]。在其接受检查中，可对胎儿的股骨

长度和肱骨长度测定，而后对胎儿的发育状况全面性

评估，运用超声诊断技术对胎儿四肢是否存在畸形加

以鉴别诊断，进而降低误诊与漏诊的概率[4]。基于此，

本文将分析规范产前超声检查诊断胎儿肢体畸形的价

值，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2 月到本院接受产前

检查的孕妇 56 例，年龄 24-40 岁，平均年龄（36.16
±3.28）岁，孕周 17-30 周，平均孕周（20.6±6.9）周，

一般资料（P>0.05）。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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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部孕妇开展产前超声诊断，选取适宜的彩色

超声多普勒设备，将凸阵探头频率设置为 3.5MHz。在

对其进行检查中，需对全部孕妇开展常规性的腹部诊

断，引导孕妇处于平卧异位，对胎儿的羊水情况、四

肢情况、胎盘情况、脏器情况以及颜面部情况等监测，

运用连续性的追踪超声检测技术对胎儿四肢状况重点

监测，明确胎儿四肢是否存在异常。在扫查伊始，需

在胎儿每个肢体的近端扫查，沿着长轴给予患者连续

性的不间断追踪，直到肢体的末端，明确和查看胎儿

的肢体内长骨有无缺损问题。更需对胎儿长骨长骨数

目、形态结构和长短等加强关注。在必要状况下，对

胎儿长骨短轴切面实施追踪扫查。运用探头设备对胎

儿肢体开展加压和推挤，明确胎儿肢体受压的具体情

况。在检查之前，嘱咐孕妇需做轻微活动，活动时间

需控制为三十分钟。记录畸形状况，于超声工作站内

对声像图存储。若胎儿的肢体存在畸形问题，需告知

孕妇需引产，而后运用 X 光诊断证实检查结果。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产前检查结果评估，包含胎儿肢体姿势异常、四

肢短小、双侧股骨不等长、多（并）趾、指下、肢小

腿缺如、手缺如、足内翻、桡骨缺如、前臂缺失。 
1.4 数据处理 
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计数资料用（n/%）

表示、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x ±s）
表示、行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产前检查情况，见表 1。 

表 1  产前检查情况分析（n/%） 

分类 
总检出例数 

（n） 
唐氏筛查 

产前超声 
诊断 

漏诊 
（n） 

检出率 
（%） 

胎儿肢体姿势异常 6 18-三体高风险 2 例，其余 4 例低风险 2 2 66.67 

四肢短小 12 
唐氏综合征高风险 2 例、年龄高风险 2 例，其余 4 例

低风险 
12 0 100.00 

双侧股骨不等长 2 低风险 2 0 100.00 

多（并）趾、指下 10 低风险 4 例有家族史 4 6 40.00 

肢小腿缺如 2 未做唐筛 2 0 100.00 

手缺如 4 未做唐筛 4 0 100.00 

足内翻 8 年龄高风险 2 例，其余 6 例低风险 6 2 75.00 

桡骨缺如 10 
唐氏综合征高风险 2 例，18-三体高风险 2 例，其余 6

例低风险 
10 0 100.00 

前臂缺失 2 未做唐筛 2 0 100.00 

合计 56  46 10 7.00 

 
3 讨论 
伴随着社会飞速进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直接

关系到孕妇和胎儿身心健康。近几年，胎儿畸形发病

概率呈现出逐年递涨的趋势，此病症的出现和遗传因

素、环境因素、生活习惯因素、饮食习惯因素、化学

因素以及感染因素等具有较为紧密的关联[5]。胎儿畸形

病症会给社会和家庭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和负担。而

畸形儿发育与生长，有了自主认知，其生活方式和心

理健康也会出现问题，亦会有社会歧视等多重问题。

而诸多研究已经证实，定期对孕妇实施产前检查，能

够有效地预防畸形胎儿的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

义。临床中运用的操作一般为：明确家族遗传史、婚

前检查。告知孕妇于产前需服用适宜的叶酸等等，进

而规避畸形儿的出现[6]。孕妇于妊娠期，需告知其按时

地入院接受唐氏筛查诊断，定期的入院接受产前和规

范性超声诊断，避免畸形儿的问世。若是孕妇在接受

超声诊断之后，发现胎儿为畸形儿，需由医院中多个

医师实施对应性评估，告知孕妇与家属畸形儿会给家

庭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指导和建议孕妇终止妊娠，

接受引产亦或是流产等相关措施[7]。亦或是急需的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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娠，给予患儿针对性治疗，使得新生人口素质明显提

升。 
此次研究中，将规范性的产前超声技术引入其中，

测量胎儿的股骨长度以及肱骨长度，而后依照相关的

检查数据结果，分析和评估胎儿发育与生长情况。运

用规范性的超声检查方式，很容易明确胎儿的四肢是

否出现短小亦或是严重性畸形，并不会出现较高的漏

诊率[8]。但在对胎儿某一处的阶段肢体、足部异常和手

部异常等检查的难度颇高。超声诊断方式在对足内翻

畸形诊断中，一般会显示为小腿和足正中矢状切面，

对其足底的平面进行完整的观察和显示，正常状况下

二者的连接呈现为“7”字结构[9]。此种诊断方式对胎儿

膝关节畸形以及远端肢体畸形检出率相对较高，而且

和引产相关的诊断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依照国内外

的相关研究表明，一般状况下，孕妇的孕周超出 20 周

的时候，其体内的羊水一般均较为充足，此时对胎儿

的肢体状况进行探查和观测，可明确胎儿有无畸形问

题，若是发现存在畸形，需尽早妊娠，降低对孕妇与

家属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一般建议孕妇于妊娠 18
周-24 周的时候，就接受产前的系统性超声诊断[10]。 

此次研究，运用规范性产前超声检查方式对胎儿

肢体畸形诊断。发现，规范产前超声检查中，总检出

率为 7.00%。其中，胎儿肢体姿势异常检出率 66.67%、

四肢短小检出率 100.00%、双侧股骨不等长检出率

100.00%、多（并）趾、指下检出率 40.00%、肢小腿

缺如检出率 100.00%、手缺如检出率 100.00%、足内翻

检出率 75.00%、桡骨缺如检出率 100.00%、前臂缺失

检出率 100.00%，表明此种诊断方式的检出率比较高。 
综上，规范性的产前超声诊断方式对四肢畸形检

出概率比较高，能够在早期就明确胎儿是否存在四肢

畸形问题，可减少缺陷新生儿率，提升国家优生优育

质量，降低胎儿畸形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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