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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产后抑郁与微量元素水平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因产后抑郁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就诊

的 70 例产妇作为抑郁组，并根据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结果，分为轻度抑郁 16 例，中度抑郁 34 例，重度抑郁

20 例。以同期收治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没有抑郁症的产妇50 例作为非抑郁组。分析并比较所有入选

对象的钙（Ca）、镁（Mg）、铜（Cu）、铁（Fe）及锌（Zn）微量元素指标，并分析抑郁程度与Ca、Mg、Cu、Fe、Zn含量的相关性。

结果 抑郁组的Ca、Mg、Zn含量明显低于非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3.67、4.36、4.72，P均＜0.05），抑郁组

的Cu、Fe含量明显高于非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4.94、5.72，P均＜0.05）。Ca、Mg、Zn含量与抑郁程度呈负

相关（r分别=-0.61、-0.52、-0.33，P均＜0.05），Cu、Fe含量与抑郁程度呈正相关（r分别=0.36、0.30，P均＜0.05）。结论

产妇机体内的微量元素与其分娩后发生抑郁症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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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trace element levels.Metho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made.Seventy postpartum depressive women in Hangzhou Seventh People's Hospital were select-

ed as the depression group，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16 cases of mild depression，34 cases of moderate depression and

20 cases of severe depress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Fifty parturients without de-

pressio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from women’s hospital，school of medicine，Zhejiang university as non-de-

pression group.The trace element levels of Ca，Mg，Cu，Fe and Zn were analyzed.Results The contents of Ca，Mg，and

Zn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non-depression group（t=3.67，4.36，4.72，P＜

0.05）.The contents of Cu and Fe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n-depression group（t

=4.94，5.72，P＜0.05）.The Ca，Mg，and Zn contents were gradually decreasing while the Cu and Fe contents were grad-

ually increasing with the severity of the depression（r=-0.61，-0.52，-0.33，0.36，0.30，P＜0.05）. Conclusion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race elements in maternal body and depression after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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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症是产妇在分娩后出现沮丧、悲伤、

烦躁、自杀倾向等抑郁为主的一种心理障碍疾病[1]。

目前临床上对抑郁症的治疗主要采用抗抑郁药物

和心理辅导，由于产妇分娩后处于哺乳期，抗抑郁

药物干预的选择性受限。心理辅导可有效改善产

妇的抑郁状况[2,3]，但临床观察发现，仍有部分产妇抑

郁症未能得到缓解。导致产妇分娩后发生抑郁症

其发病机制仍不明确。在国内，针对抑郁症与机体

的微量元素的相关性研究较多，但都是基于一些慢

性疾病和重症疾病的研究。而在产妇分娩后发生

抑郁症与微量元素的相关性研究甚少。本次研究

回顾性分析产妇产后抑郁症与微量元素水平的相

关性，为产后抑郁防治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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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年 3 月至 2019年 3 月因

产后抑郁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就诊的 70 例产妇

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抑郁组），以同期收治于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没有抑郁症的产妇 50 例

作为非抑郁组。纳入标准：①临床资料完整；②孕

周≥37 周；③抑郁组符合产后抑郁症相关诊断标

准；④具有产前微量元素检查结果。排除标准：①
存在免疫系统疾病；②产前服用微量元素补充剂；

③饮食量异常；④合并凝血疾病；⑤既往有严重的

心理障碍、精神病史。两组产妇的年龄、孕周、产次

见表 1，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1.2 方法 所有入组对象均于产前抽取晨空腹静脉

血3 ml，置于乙二胺四乙酸抗凝管内，并以3 000r/min

离心 15 min，提取血清，置于-80 ℃低温冰箱内保存

待测。血清钙（Ca）、镁（Mg）、铜（Cu）、铁（Fe）、锌

（Zn）指标采用日本日立产的 7600-020生化分析仪

及相关试剂盒检测。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7.0软件对本次研究

数据进行处理。其中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

man秩相关。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产前的Ca、Mg、Cu、Fe、Zn指标比较见表2
表2 两组产学Ca、Mg、Cu、Fe、Zn指标比较

组别

抑郁组

非抑郁组

n

70

50

Ca/mmol/L

1.01±0.27*

1.62±0.28

Mg/mmol/L

0.37±0.08*

1.22±0.38

Cu/μmol/L

22.57±2.32*

14.26±2.39

Fe/μmol/L

145.35±16.45*

128.26±15.23

Zn/μmol/L

116.08±15.43*

147.34±17.23

注：*：与非抑郁组比较，P＜0.05。
由表2可见，抑郁组产前的Ca、Mg、Zn含量明显

低于非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3.67、
4.36、4.72，P均＜0.05），抑郁组产前的 Cu、Fe 含量

明显高于非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
4.94、5.72，P均＜0.05）。

2.2 产妇不同抑郁程度的 Ca、Mg、Cu、Fe、Zn 指标

比较 根据HAMD评分结果，将抑郁组患者分为轻

度抑郁 16 例、中度抑郁 34 例、重度抑郁 20 例。不

同抑郁程度与 Ca、Mg、Cu、Fe、Zn 含量的相关性见

表3。
表3 产妇不同抑郁程度与Ca、Mg、Cu、Fe、Zn指标的相关性

组别

轻度

中度

重度

n

16

34

20

Ca/mmol/L

1.32±0.18

0.99±0.22

0.77±0.21

Mg/mmol/L

0.46±0.12

0.38±0.11

0.28±0.07

Cu/μmol/L

20.69±2.51

22.27±2.31

24.58±2.35

Fe/μmol/L

135.42±13.61

143.30±16.47

156.78±18.53

Zn/μmol/L

127.35±16.72

114.66±15.43

109.47±13.58

由表 3可见，产前Ca、Mg、Zn含量与抑郁程度呈

负相关（r分别=-0.61、-0.52、-0.33，P均＜0.05），

Cu、Fe含量与抑郁程度呈正相关（r分别=0.36、0.30，
P均＜0.05）。
3 讨论

妊娠期的妇女体内的微量元素和神经内分泌

代谢有着特殊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的女性较正常

人更容易发生精神障碍、心理障碍[4]。据文献报道，

产妇分娩后发生抑郁症的几率约在 7%~12%[5,6]。产

后抑郁是产妇产后的常见并发症，不仅对产妇个人

的精神、生活质量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到母婴的情

感连接，以及认知发育[7～9]，对整个家庭和社会都是

巨大的危害[10～13]。因此，了解产妇分娩后抑郁症的

机制，对降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具有一定帮助。

微量元素作为人体组织的重要成分，不仅对体

内细胞酶系统发挥重要作用，还能有效地维持大脑

的神经递质的代谢和生理功能调节，其中多以Ca、
Mg、Zn、Cu、Fe等微量元素为代表，这些微量元素的

变化与抑郁症及各种精神障碍、心理障碍的发生存

在一定相关性。本研究发现抑郁组产前的Ca、Mg、
Zn 含量明显低于非抑郁组（P＜0.05），产前Cu、Fe
含量明显高于非抑郁组（P＜0.05），且Ca、Mg、Zn含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抑郁组

非抑郁组

n

70

50

年龄/岁

25.46±3.41

26.37±3.52

孕周/周

39.57±1.73

39.98±1.75

产次/次

1.54±0.32

1.6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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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抑郁程度呈负相关，Cu、Fe含量与抑郁程度呈

正相关（P＜0.05）。说明产妇机体内的 Ca、Mg、Zn、
Cu、Fe微量元素改变与产后抑郁具有相关性，且微

量元素水平波动越大，产妇分娩后的抑郁情况就越

严重。其原因可能为：①Ca是脑神经元代谢不可缺

少的重要元素，丰富的钙可很好地抑制脑神经的异

常兴奋，让人头脑保持冷静，促使头脑判断力清晰。

缺钙可影响神经传导，迫使肌肉和神经的兴奋性失

调，此时人会变得紧张、注意力难以集中，这也是抑

郁症常见的临床表现。同时有文献证实，精神病患

者普遍存在钙缺乏表现[14]。②Fe可影响机体内多种

酶的活性，如单胺氧化酶、细胞色素氧化酶等，当铁

离子浓度过高时，可增强单胺氧化酶活性，促进了

单胺氧化酶对 5-羟色胺降解，减少 5-羟色胺降浓

度。而 5-羟色胺恰好是抑郁症生化机制较被认可

的假说，假说认为铁影响多种酶的活性，致使 5-羟
色胺降浓度降低，导致愉悦情绪减少。这也是发生

抑郁症的潜在因素。③Zn在人体内以锌离子的形

式存在于多种金属蛋白和酶成分中，主要影响大脑

储存长期记忆，在脑部的功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机体内的锌元素长期缺乏，可导致大脑记忆力减

退。有文献表明，在抑郁症和神经系统疾病患者

中，多数患者存在脑部锌离子水平失调[15]。④Mg可
维持神经细胞的兴奋性及稳定性，是一种重要的神

经传导物质。机体内的Mg 元素长期缺乏，可导致

脑神经系统出现问题，如幻觉、神经错乱等，易造成

人对事物产生误判或误解，而这些因素会导致人情

绪低落，从而发生抑郁症。⑤Cu元素是大脑神经物

质重要成分之一，当Cu元素缺乏时，降低脑细胞中

的色素氧化酶含量，易造成神经系统失调，导致大

脑功能障碍，常表现出机体活力下降，记忆衰退，反

应迟钝，思维紊乱等临床症状，这些都是抑郁症发

生前期的潜在因素。

综上所述，产妇机体内的微量元素（Ca、Mg、Zn、
Cu、Fe）与其分娩后发生抑郁症存在相关性，提示产

妇机体内的微量元素异常可能是产后抑郁症发病

的原因之一。在临床管理中，应对产妇强调合理膳

食，均衡搭配，维持体内微量元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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