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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机能不全是指宫颈无法保留其正常的形态

及功能直至妊娠中期。由于目前的医学文献中关于

宫颈机能不全的病理生理机制、筛查、诊断及如何管

理宫颈机能不全的患者等方面尚存争议。因此，2014
年 2 月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制定临床指南，旨在提供

宫颈机能不全相关研究的最新证据，包括无症状高风

险妇女的筛查以及提供宫颈环扎管理的指南。从而

指导广大临床医生规范化治疗和管理该疾病。本文

将对宫颈环扎指南做解读。

1 定 义

宫颈机能不全这一术语是指妊娠中期出现宫颈

在无宫缩或无分娩发动，又或上述两者皆不存在的情

况下，宫颈的形态及功能无法维持妊娠顺利进行。基

于现有数据，孕中期超声检查发现宫颈长度的进行性

缩短会增加早产的风险，但这不足以诊断宫颈机能不

全。

2 高危因素

可能增加宫颈机能不全的高危因素包括: 宫颈锥

切、利普刀( 环形电切术) 的宫颈手术创伤，人工流产

术中的机械宫颈扩张，或分娩时宫颈裂伤。目前证据

显示，上述虽然都是宫颈机能不全的高危因素，但是

其相互间的协同作用是不一致的［1 ～ 4］。其他被提出

的病因包括: 先天性苗勒管发育异常、宫颈胶原蛋白

和弹性蛋白缺乏以及子宫内膜暴露于己烯雌酚。然

而，这些因素与宫颈机能不全并非都具有特异相关

性，也不是宫颈环扎的指征。

3 诊 断

由于缺乏客观的研究数据和明确的诊断标准，目

前宫颈机能不全的诊断主要基于孕早期之后宫颈无

痛性扩张的病史，继之在孕中期( 特别是在妊娠 24 周

前) 发生的羊膜囊膨出妊娠丢失，排除宫缩和分娩发

动，以及排除其他的病理妊娠( 如出血、感染、羊膜破

裂) 。近年来，产科医生们已经尝试以孕中期评估宫

颈长度和宫颈缩短作为鉴定宫颈机能不全的超声诊

断标志。然而，宫颈长度的缩短已被证明只是早产的

一般标志，而不是宫颈机能不全的特异性标志。尽管

如此，当 B 超检查发现宫颈缩短时，环扎术仍然在特

定的情况下有效。
在非妊娠妇女中，各种各样的诊断性试验尝试性

用于证实宫颈机能不全的存在。包括: 子宫输卵管造

影术和宫颈球囊牵引射成像，使用 Hegar 或 Pratt 扩张

器评估宫颈扩张，球囊顺应性实验，使用有刻度的宫

颈扩张器计算宫颈抵抗指数［5 ～ 7］。然而，上述测试方

法中，没有任何一个在严格的科学研究中得到验证，

因此均不可用于宫颈机能不全的诊断。

4 治疗选择

既往的指南中，几种手术和非手术方式已经被应

用于宫颈机能不全的治疗。某些非手术方法，包括限

制活动、卧床休息及骨盆支持器等均被证明并不能有

效的治疗宫颈机能不全，因此不推荐选择［8］。另一种

治疗有宫颈机能不全风险患者的非手术方法是阴道

子宫托。对于高风险患者选择性放置子宫托的临床

价值，其证据是有限的［9，10］。
手术方法包括经阴道和经腹宫颈环扎术。目前

使用的标准阴道环扎术方法包括改良的 McDonald 和

Shirodkar 技术。上述两种环扎技术并未发现哪一种

具有更明显的优越性［11］。在 McDonald 术中，使用不

可吸收线在宫颈与阴道交界处做一个简单的荷包缝

合［12］。回顾性的研究并未发现在 McDonald 术的基础

上做额外的缝合对于加固宫颈或恢复宫颈黏液有益

处［13］。而 Shirodkar 术，需要在靠近宫颈内口处做缝

合，其前提条件是分离膀胱子宫颈的黏膜。膀胱和直

肠应在宫颈近端进行分离，用不可吸收线在宫颈内口

鳞、柱状上皮交界处缝扎［14］。
经腹的宫颈峡部环扎术，通常适用于已诊断为宫

颈机能不全但由于解剖结构的限制( 如宫颈切除术

后) ，不能行经阴道宫颈环扎的患者; 或者为了防止经

阴道宫颈环扎失败而导致胎儿丢失的孕中期患者［15］。
经腹环扎术可通过开腹或腹腔镜手术来实现，具体采

用何种方式取决于医生的经验或患者的选择。没有

证据显示哪一种宫颈峡部环扎术更优于其他术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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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腹宫颈环扎术通常选择在早孕晚期或中孕早期( 10
～ 14 孕周) ，亦或在非妊娠状态进行［13，17］。缝线可

在整个孕程一直留置于腹腔内直到剖宫产结束分

娩。

5 临床注意事项与建议

5. 1 宫颈环扎指征 实施宫颈环扎的指征基于: 宫

颈机能不全的病史、体检结果、早产病史或某些特定

的超声检查结果( 见表 1) 。在胎儿存活率方面，宫颈

环扎术治疗宫颈机能不全患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尚

未得到充分的评估。宫颈环扎术仅限于孕中期且确

定胎儿存活的情况下使用。

表 1 单胎妊娠妇女进行宫颈环扎术的指征

项目 宫颈环扎术指征

病史 排除分娩发动及胎盘早剥的因素，一次或多次与
无痛性宫颈扩张相关的中孕期胎儿丢失

既往宫颈环扎指征是中孕期无痛性宫颈扩张

体格检查 中孕期无痛性宫颈扩张

B 超 检 查 的 结
果及早产病史

本次妊娠为单胎妊娠，前次自发性早产发生于孕
34 周前，孕 24 周前发生宫颈长度缩短且宫颈长
度少于 25 mm

5. 2 病史指征性环扎 病史指征性环扎术也称为预

防性环扎术，主要是指排除分娩发动及胎盘早剥，患

者有不能用其他原因解释的中孕流产病史。主要在

妊娠 13 ～ 14 周左右进行。
3 项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显示了病史指征性环扎术

的有效性［18 ～ 20］，参加该 3 项试验的患者全部来自于

因不同病史因素行病史指征性环扎术。其中两项临

床对照试验比较了有早产病史的孕妇，行宫颈环扎组

与 未 行 宫 颈 环 扎 组，其 妊 娠 结 局 并 没 有 显 著 差

异［18，19］。第 3 项临床试验，是对有早产风险且有治疗

意向的 1292 例单胎妊娠妇女进行临床随机对照研

究，结果显示宫颈环扎术组在 33 周前早产的患者较

未宫颈环 扎 术 组 明 显 减 少［83 例 ( 13% ) vs． 110 例

( 17% ) ，P = 0. 03］［20］。
5. 3 体格检查指征性环扎 以往的观点认为，患者

在排除分娩发动及胎盘早剥等因素，无明显诱因出

现进行性宫颈扩张，是体格检查指征性环扎( 又称应

急性宫颈环扎或救援性宫颈环扎) 的适宜人群。一

个小型的随机对照研究( 仅能提供有限的数据) 以及

一些回顾性的研究发现，宫颈环扎术可能对于体格

检查指征性患者有效［21］。因此，经过临床检查，排

除了宫缩出现、羊膜腔感染或上述两者兼而有之的

情况后，体格检查指征性环扎术对于单胎妊娠且有

宫颈内口扩张的患者是有益处的( 如果在技术上可

行) 。由于缺乏大样本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对其益

处做出具体详细的阐明，因此在进行环扎术前应对

相关孕产妇进行手术相关风险及围生儿发病率方面

的告知。
5. 4 超声检查在管理宫颈机能不全病史患者时的意

义 由于阴道超声检查被广泛应用于宫颈长度评估，

大量的研究比较了病史指征性环扎及超声指征性环

扎的妊娠结局。根据最近的研究结果得到以下结论，

本结论只适用于单胎妊娠: ①大多数具有宫颈机能不

全风险的患者可以在孕中期通过阴道超声检查得到

安全的检测［22］。②不必要的病史指征性环扎在一半

甚至一半以上的患者中是可以避免的［23］。③检测的

时间应为 16 ～ 24 孕周［22］。
超声指征性环扎术的适应证为: 阴道超声检查提

示宫颈持续性缩短，出现或者不出现宫颈呈漏斗状。
上述患者因其有早产的风险需要行超声检查。虽然

患者通常没有症状，但是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非特异

性症状，如腰酸、子宫收缩、阴道点滴出血、盆腔坠涨

感，或黏液样白带。多个随机试验的 Meta 分析在比

较了对于中孕期宫颈长度缩短的患者行宫颈环扎或

不行宫颈环扎后，得到以下结论［23］: ①尽管本次为单

胎妊娠、宫颈长度小于 25 mm，且有孕 34 周前自发性

早产病史的孕妇，不足以诊断为宫颈机能不全，但有

证据表明，对此类患者行宫颈环扎术是有效的。宫

颈环扎术使早产的比例明显下降，从而改善了新生

儿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因此，宫颈环扎术在结合患

者病史及超声检查结果后，应予以考虑［23］。②对于

没有自发性早产病史，但是宫颈长度在 16 ～ 24 周少

于 25 mm 的患者; 行宫颈环扎后其早产率没有显著

下降［24］。
5. 5 不考虑宫颈环扎的情况 无单胎妊娠早产病

史，偶尔一次测得宫颈长度较短，不能诊断为宫颈机

能不全; 对于这种情况不推荐行宫颈环扎。单胎妊娠

的孕妇无症状、无早产病史，仅 24 周前发现宫颈长度

≤20 mm 时，经阴道取宫颈管分泌物孕酮水平的测定

可作为预测其早产的推荐方法［25］。
孕妇为双胎妊娠且 B 超检查提示宫颈长度 ＜

25 mm 时，宫颈环扎可能增加早产的风险，因此不推

荐使用。另外，当以下情况单一出现时行宫颈环扎是

否有益，目前证据尚且不足，如: 锥形活组织检查、转

化区大环形切除术或苗勒管发育异常。
5. 6 宫颈环扎术的并发症 总的来说，宫颈环扎的

并发症发生率较低。报道的并发症包括胎膜早破、绒
毛膜羊膜炎、宫颈裂伤、缝合移位等。并发症的发病

率因宫颈环扎的时机及适应证的不同而不相同。当

胎膜破裂或宫颈扩张时行环扎术会增加并发症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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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如子宫破裂、孕产妇败血症等

是极为罕见的，但已在所有类型的环扎术式中有所报

道［20］。
与经阴道的环扎术相比，经腹的环扎术除了所有

腹部手术相关的并发症发生外，发生危及生命的大出

血的风险更高［17，25］。除此以外，经腹的环扎术通常能

阻碍子宫排空或阴道分娩，但是经腹宫颈环扎术并非

39 孕周前其他无产兆分娩的适应证。
5. 7 增加围手术期干预及术后 B 超随访评估的意义

使用抗生素或者预防性地使用宫缩抑制剂，无论何

种时机、何种指征均不能增加环扎术的疗效［25］。除此

之外，没有必要在环扎术后进行更深入的超声监测宫

颈长度。
5. 8 无并发症的 McDonald 术患者拆除缝线的时机

无并发症患者，经阴道 McDonald 术后，建议在 36 ～
37 孕周拆除缝线。如果计划阴道分娩，不推荐人为推

迟拆除缝线孕周。宫颈环扎术后缝线拆除并不是分

娩的指征。对于选择在 39 孕周或 39 孕周后行剖宫产

分娩的患者而言，可以在剖宫产分娩时行环扎术后缝

线拆除; 但是，必须考虑 37 ～ 39 孕周分娩自然发动的

情况。在手术室行环扎术缝线拆除后，通常不会诱发

患者的分娩发动［26］。在大多数情况下，建议在手术室

行 McDonald 术后缝线拆除。
5. 9 未足月前胎膜早破宫颈环扎缝线拆除与保留的

选择 尚未有前瞻性研究的结果指导医生该如何管

理宫颈环扎术后未足月胎膜早破的患者。回顾性研

究的结果也不完全一样。但比较公认的结果是，未足

月胎膜早破后保留宫颈环扎缝线超过 24 小时与延长

妊娠有关系［27］。除此之外，由于报道的非随机性; 究

竟什么因素( 分娩发动或感染) 迫使医生行宫颈缝线

拆除，至今尚未明确，这也导致不同的妊娠结局。部

分研究表明，未足月胎膜早破后保留环扎缝线会增加

新生儿死亡率，而导致新生儿死亡的因素有: 败血症、
新生儿败血症、呼吸窘迫综合征、孕产妇绒毛膜羊膜

炎［27］。对于未足月胎膜早破是否应该拆除环扎缝线，

尚未有定论。可以肯定的是，在未足月胎膜早破后选

择保留环扎，不推荐 7 天及 7 天以上长时间使用抗生

素。
5. 10 早产宫颈环扎缝线拆除与保留的选择 患者

行宫颈环扎术会给诊断早产带来困难。如果患者出

现早产征兆，经临床评估后应拆除环扎缝线。对于先

兆早产的患者，按照早产进行常规管理和监测［28］。

6 循证医学推荐结论

6. 1 A 级推荐

6. 1. 1 尽管孕妇本次妊娠为单胎妊娠且宫颈长度少

于 25 mm，且曾于 34 孕周前出现自发性早产的病史;

并不足以诊断宫颈机能不全。但有效的研究证据提

示: 对于出现上述情况的患者，宫颈环扎术有效。环

扎术使早产的比例明显下降，从而改善了新生儿的发

病率及死亡率。因此，宫颈环扎术在结合患者病史及

超声检查结果后，应予以考虑。
6. 1. 2 对于没有自发性早产病史，但是宫颈长度在

16 ～ 24 孕周少于 25 mm 的患者; 行宫颈环扎后其早产

率没有显著下降。
6. 2 B 级推荐

6. 2. 1 某些非手术方法，包括限制活动、卧床休息、
及骨盆支持器等。这些非手术方法均被证明并不能

有效地治疗宫颈机能不全，因此使用它们是不受到推

荐的。
6. 2. 2 目前使用的标准阴道环扎术方法包括改良的

McDonald 和 Shirodkar 技术。上述两种环扎技术并未

发现哪一种更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6. 2. 3 孕妇为双胎妊娠且 B 超检查提示宫颈长度

＜ 25 mm 时，宫颈环扎可能增加早产的风险，因此不

推荐使用。
6. 2. 4 使用抗生素或者预防性地使用宫缩抑制剂，

无论何种时机、何种指证均不能增加环扎术的疗效。
6. 2. 5 病史指征性环扎主要是指患者有不能用其他

原因解释的中孕流产病史，且排除分娩发动及胎盘早

剥。
6. 3 C 级推荐

6. 3. 1 宫颈环扎术仅限于孕中期且确定胎儿存活的

情况下进行。
6. 3. 2 经腹的宫颈峡部环扎术，通常适用于已诊断

为宫颈机能不全但是由于解剖结构的限制( 如宫颈切

除术后) ，不能行经阴道宫颈环扎的患者; 或者是为了

防止经阴道宫颈环扎失败而在中孕导致胎儿丢失的

患者。
6. 3. 3 经过临床检查，排除了宫缩出现、羊膜腔感

染、或上述两者兼有的情况后，体格检查指征性环扎

术对于单胎妊娠且有宫颈内口扩张的患者是有益处

的( 如果在技术上可行) 。
6. 3. 4 无并发症患者，经阴道 McDonald 术后，建议

在 36 ～ 37 孕周拆除缝线。
6. 3. 5 对于选择在 39 孕周或 39 孕周后行剖宫产分

娩的患者而言，可以在剖宫产分娩时行环扎术后缝线

拆除; 但是，必须考虑 37 ～ 39 孕周分娩自然发动的情

况。
6. 3. 6 在大多数情况下，建议在手术室行 McDonald
术后缝线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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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患者本次妊娠为单胎妊娠，曾发生过 34 孕周前

早产史，且本次妊娠在 24 孕周前出现宫颈长度小于

25 mm; 可以考虑行宫颈环扎术。
7. 2 英、美等国家的妇产科医师协会，每隔 1 ～ 2 年

会更新宫颈机能不全临床指南; 国内目前没有该疾病

的指南。
7. 3 宫颈机能不全患者的治疗方面相对于欧美国

家而言，国内强调卧床休息及较积极的行宫颈环扎

术。
7. 4 欧美国家对于宫颈环扎手术的施行，较国内妇

产科医生更为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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