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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女性生育年龄的后移，我国人工流产术面临人群总数高、年轻，未婚未育比例高及重复流产率高等

特点，宫腔操作若无手术并发症的发生，则对女性后续的育力影响较小，但反复多次宫腔操作、术中术

后发生手术并发症，则可能造成子宫内膜损伤、子宫内环境、女性激素分泌及子宫内膜容受性的改变，

从而对女性的后续生育能力造成不可估量的损伤。因此重视子宫内膜修复、维持子宫内环境稳定和提高

子宫内膜容受性，继而对保护女性生育力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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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age backward, artificial abortion faces high total number, high young 
and unmarried proportion, and high repeated abortion rate characteristics, if there is no surgical 
complication of uterine surgery, it will have little impact on the subsequent fertility of women, but 
repeated intrauterine operation, intraoperative surgery, postoperative surgical complications 
may cause endometrial damage, uterine environment, female hormone secretion and endometrial 
tolerance change, thus subsequent female fertility cause immeasurable damage. Therefore, it 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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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clinical significance to pay attention to endometrial repair, maintain the stable uterine en-
vironment and improve endometrial receptivity, and then to protect female 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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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女性生育力是指女性产生卵母细胞、卵细胞并孕育胎儿的能力，与性激素和子宫内环境密切相关 [1]  
 [2]。子宫内膜容受性是指子宫内膜允许囊胚种植并侵入子宫内膜间质及血管的能力 [3]。子宫内膜的损伤

会影响子宫内环境、女性激素分泌及子宫内膜容受性的改变，从而影响女性孕育胎儿的能力导致怀孕困

难甚至不孕。 

2. 子宫内膜损伤的常见原因 

子宫内膜损上是妇产科疾病发展的常见病理过程，人工流产、频繁的宫腔手术操作史、急慢性炎症

及内分泌干扰化学物等因素均有可对子宫内膜造成损伤。 

2.1. 宫腔操作及宫腔粘连 

宫腔粘连是由于各种原因所致的子宫内膜基底层损伤，特别是基底层和浅肌层的大面积损伤，从而

导致子宫内膜细胞的异常增殖分化，进一步导致子宫内膜再生修复障碍，从而导致宫腔纤维结缔组织增

生与瘢痕形成 [4]，发生宫腔粘连，从而影响受精卵或胚胎的着床或植入。据统计 90%以上的子宫内膜损

伤性疾病和妊娠期宫腔操作手术史具有相关性，近年来人工流产率的不断升高，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选

择在早孕期进行人工流产进行终止妊娠，有研究表明进行 2 次及以上刮宫术者相较于进行 1 次刮宫术者

发生宫腔粘连的风险增加了 2 倍 [5]。反复多次的宫腔操作不仅造成子宫内膜损伤，导致子宫内膜变薄、

局部回声不连续以及回声不均匀等，进一步影响子宫内膜的容受性 [6]，此外还会造成宫腔粘连、胎盘粘

连、胎盘植入等不良结局。 

2.2. 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子宫腺肌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指子宫内膜组织在子宫腔被覆盖内膜以及子宫以外的部位出现、生长、浸润，反

复出血，继而引发痛经、不孕及结节或包块等，同时子宫内膜异位症具有性激素依赖的特点。有文献指

出约有 10%的育龄期女性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而子宫腺肌症合并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率在

21.3%~91.1%  [7]，在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女性中有 20%~50%合并有不孕症 [8]，这是因为子宫内膜异

位症的炎症因素导致的盆腔环境异常，继而导致子宫内膜容受性下降 [9]，从而与不孕相关。 

2.3. 其他因素 

各种原因导致的女性生殖道感染也是子宫内膜损伤的另一个原因。感染常导致不同程度的子宫颈及

宫腔粘连、子宫内膜炎、盆腔炎性疾病的发生，影响子宫内环境。既往生育或人工流产术后蜕膜组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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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膜所致宫腔残留物，可引起宫腔炎症反应和粘连，导致宫腔环境改变继而发生不孕。此外，妇科常见

疾病，如子宫肌瘤、子宫内膜息肉可以通过改变子宫内膜形态结构、影响内膜容受性等方面影响女性的

生育力 [10]  [11]。 

3. 子宫内膜的修复 

3.1. 子宫内膜的生理性修复 

一名女性一生大概有 400 余次月经来潮，每次月经来潮伴随着排卵，性激素的周期性变化以及子宫

内膜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调控导致子宫内膜周期性的剥脱与修复。在这个过程中子宫内膜经历了

内膜坏死脱落和内膜修复重塑的过程。子宫内膜坏死性脱落是基于雌孕激素的撤退，引起宫内一系列无

菌性炎症细胞和炎症介质反应，最终导致子宫内膜的脱落与再生 [12]。 

3.2. 子宫内膜的创伤性修复 

子宫内膜损伤后出现子宫内膜纤维化及瘢痕形成，常表现为宫腔粘连，临床表现为月经量减少或闭

经、周期性下腹痛，进而造成流产或不孕等后果 [13]，严重损害女性生育力。对于患有宫腔粘连的患者，

医务人员可对其进行宫腔粘连分解术，可在宫腔镜直视下进行操作，将宫腔粘连带分离，恢复宫腔正常

形态。术后宫腔有 40%的可能再次发生粘连。有研究表明，宫腔粘连分解术后再次发生宫腔粘连的概率

与术前宫腔粘连的严重程度有关，重度宫腔粘连术后再次发生宫腔粘连的概率为 62.5%  [14]。宫腔粘连

的严重程度对后续女性的妊娠结局也具有严重影响，其中中度宫腔粘连术后妊娠率为 62.3%，重度宫腔

粘连术后妊娠率仅为 44.3%。因此，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不但需要对宫腔粘连进行治疗，还需在治疗结束

后进行子宫内膜修复，防止宫腔再次发生粘连，保护女性生育力。 

3.2.1. 药物治疗 
有研究表明，短效口服避孕药、雌孕激素序贯人工周期治疗及雌激素治疗可作为人工流产后或稽留

流产清宫术后，促进子宫内膜生长、改善子宫血流，修复子宫内膜，显缩短阴道出血时间、促进月经恢

复 [15]。短效口服避孕药，如优思明，具有避孕、抗感染、防止宫颈黏连的作用，是雌孕激素复方药物。

雌孕激素序贯人工周期治疗，如克龄蒙、芬吗通，通过模拟女性自然月经周期中卵巢内分泌激素变化给

予外源性雌孕激素序贯治疗，促进子宫内膜周期性生长与脱落，具有修复子宫内膜、防止月经紊乱的作

用 [16]。雌激素治疗，如补佳乐，能够促进子宫内膜的发育，增加子宫内膜的厚度，克服子宫内膜的机械

性损伤 [17]。 

3.2.2. 生物屏障材料治疗 
现已知修复子宫内膜，防止宫腔粘连的生物屏障材料主要包括羊膜制品和透明质酸及其衍生物，此

外还有水凝胶、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止血防粘连膜、壳聚糖、肠黏膜下层、膀胱基质及富血小板血浆

等其他材料。 
羊膜制品的种类分为新鲜羊膜、冻干羊膜及微粒化羊膜等。宫腔分离术后植入羊膜制品可提高增加

子宫内膜厚度，改善子宫血液循环，从而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提高妊娠率 [18]。此外，新鲜或冻干羊膜

制品结合物理屏障或物理治疗后治疗效果会有效提高。微粒化羊膜将羊膜通过物理方法制作成微粒化粉

状制品，能有效维持羊膜组织的生物学特性及活性。因此，可广泛使用于眼科、烧伤、骨科、神经外科

等领域，促进组织无痕修复。有研究表明，微粒化羊膜通过注射的方式适型宫腔特殊形态，可使其均匀

分布于子宫内膜损伤创面，作为生物支架作用促进内膜细胞上皮化，参与局部炎症反应，促进细胞增殖，

加速血管形成，减少纤维化形成，从而作用于子宫内膜损伤后修复的过程，降低再粘连发生率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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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内注射透明质酸，其具有流动性，在宫腔内注射后可以充分隔离创面，缺点是半衰期较短，易流

出宫腔影响治疗效果。透明质酸可以减少宫腔操作或宫腔手术后宫腔粘连的发生率，但其对妊娠是否有

影响仍存有争议。 

3.2.3. 物理屏障治疗 
目前所知的物理屏障方法有宫内节育器、球囊、COOK 球囊支架、Faly 尿管及硅胶片等，通过物理

的方式将术后宫腔分离开来，从而避免发生再次粘连，但也只能起到物理屏障的作用，是否有促进子宫

内膜修复的作用，并无明确结论。此外，若术后宫腔形态发生改变，这些物理屏障存在发生移位的风险，

此时有可能造成穿孔、出血感染等风险。有研究指出，COOK 球囊支架可以模拟宫腔形态，体积较小，

同时不易发生嵌顿，对子宫内膜的刺激相对较小，能够在作为屏障的同时调节子宫内壁大面积受压保持

平衡，防止子宫出血发生 [20]。此外，在使用 COOK 球囊支架过程中，适当延长其放置时间能够有效促

进宫腔粘连患者宫腔形态重建，从而防止宫腔粘连的再发生 [21]。 

3.2.4. 物理治疗 
仿生电刺激治疗是一种用于神经损伤治疗的方法，可通过调节电流的不同模式，其具有有效改善治

疗部位肌肉力量、血流量、防止肌肉萎缩，同时促进伤口愈合等优势，近年来发现低频电刺激可以促进

血管的再生，因此被用于妇产科的康复治疗。仿生电刺激可使子宫平滑肌节律性收缩，促使术后阴道流

血量减少，从而缩短阴道流血时间，还可以通过刺激血管系统，调节血管的收缩和舒张，降低血管阻力，

有效改善微循环，促使子宫肌肉、内膜、阴道以及盆底的血液供应增加，改善血流灌注情况，增加各组

织部位的营养，促进子宫内膜修复 [22]  [23]。若将其用于人工流产术后可有效增加子宫内膜厚度及其容受

性，降低不孕症的发生 [24]。 

3.2.5. 细胞治疗方法 
近年来通过研究细胞治疗方法来治疗子宫内膜损伤是一大热点，干细胞是具有强大自我更新能力和

多种增殖分化潜能的一类细胞 [25]，其中间充质干细胞是一类成体干细胞，其具有干细胞增殖和多向分化

的能力 [26]，此外，成体干细胞具有可控分化方向、广泛来源、易获取等优点，还具有低免疫原性，可分

泌多种抗炎因子，对正常组织损伤较小的优势 [25]，因此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研究与应用。妇产科的应用

中，促进子宫内膜修复方面，间充质干细胞的选材比较丰富，其可来源于骨髓、脂肪、人早孕蜕膜、子

宫内膜、胎盘、脐带、人羊膜及月经血等组织来源。相关研究表明，以上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作用于子

宫内膜损伤变薄的小鼠模型或其他动物模型，可促进子宫内膜损伤修复，进而改善损伤的子宫内膜的胚

胎种植功能，支持胚胎着床发育 [25]  [27]  [28]  [29]。 

3.2.6. 特殊载体材料 
水凝胶作为组织工程中一大重要载体，它本身具有优秀的生物相容性、生物降解性和三维网状结构，

可以更好地应用在宫腔粘连治疗中，此外，水凝胶可作为搭载体，可以通过运输药物、活性物质、生物

制剂或干细胞至宫腔内部，促进子宫内膜上皮细胞的增殖分化，并恢复正常子宫形态，防止粘连复发 [30]，
但目前水凝胶对人体是否存在潜在未知的风险，还未可知，仍需要大量实验研究去证实。 

随着生育观念的转变，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女性的生育意愿随之变弱，不够充足且正确的性教育

知识最终导致女性身体的损伤，从而影响女性生育力。女性生育力保护是一个很大很广泛的内容，子宫

内膜的损伤只是女性生育力中一个环节，但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越来越多的领域关注子宫内膜

的修复，如干细胞、组织工程、材料学及物理治疗等，虽然尚未完全投入临床应用中，但已在动物模型

或临床前研究中取得不错的结果反馈，但由于缺乏大规模临床数据支持，对其使用的有效性、安全性需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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