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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物理因素 主要包括各种射线、微波、电磁场、强噪声及高温等。射线类因素会
使DNA双链分子断裂频率增加，各种错误性修复频率增加；电磁场能够严重干扰正常的DNA剪切和重
组，使染色体易位频率增高，导致异常增殖的淋巴细胞发生率增高；噪声可以损害胎儿听觉发育，引
起内耳损伤，甚至使脑细胞发育萎缩，脑细胞死亡；高温可干扰神经上皮细胞的正常增殖、迁移和黏
着过程，使神经生长因子及其受体减少，导致神经管畸形等发育缺陷。 2.化学因素 主要包括汞、铅等
重金属，农药，酒精，烟草，苯类、酚类化合物，以及对胚胎发育有致畸作用的药物如四环素、奎宁
、类固醇激素、苯巴比妥、地西泮（安定）等。重金属汞可通过胎盘与胚胎细胞中核酸结合延迟细胞
分裂和成熟而影响胚胎或胎儿的发育；有机氯农药脂溶性大，可以通过胎盘到达胎儿体内，并有明显
的蓄积作用，从而造成足内翻等发育缺陷。药物对胎儿的致畸影响，取决于药物的性质、剂量、持续
的时间和胚胎发育所处的阶段以及胎儿的遗传特性所决定的对药物的敏感程度。 3.生物因素 主要包括
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疱疹病毒、梅毒螺旋体、弓形虫等。风疹病毒通过胎盘感染侵犯胎儿后，可
破坏细胞的有丝分裂，干扰组织器官的生长发育，从而导致自发流产、死产或胎儿严重的出生缺陷；
巨细胞病毒感染胎盘时，可损害细胞滋养层的分化和侵入，引起甾体类激素合成或分泌的减少，从而
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 三、发育缺陷的预防 发育缺陷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发育遗传学
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就是采取各种措施，对发育缺陷进行有效地预防。随着人类医学的发展，对发育
缺陷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相关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为发育缺陷的预防提供了
理论指导。 世界卫生组织（WHO）已提出预防出生缺陷的三级概念。其中，一级预防又称病因预防
，通过普遍开展生殖健康教育、遗传咨询、婚前检查以及孕期保健，在孕前和孕早期采取措施避免发
育缺陷的发生；二级预防又称产前干预，即在孕期采取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措施，发现胎儿异常，及
时终止妊娠，以减少发育缺陷患儿的出生；三级预防是出生后干预，在新生儿出生后进行筛查，以早
期发现新生儿疾病和异常，并进行可能的治疗矫正。 由于存在社会经济的差异和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
，世界各国采取的具体预防措施不尽相同。我国提出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指出
：要完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落实出生缺陷三级防治措施，建立健全产前诊断网络，提高孕期出生缺
陷发现率。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诊断和治疗，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新生儿苯丙酮尿症等遗传
代谢性疾病筛查率达到80％以上，新生儿听力筛查率达到60％以上，提高确诊病例治疗率和康复率。
加大出生缺陷防治知识宣传力度，提高目标人群出生缺陷防治知识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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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很好，是正版，还便宜，不错，以后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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