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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胃超声检查评估急诊剖宫产产妇胃排空的效果

黄丽君　 严敏　 张冯江　 周振锋　 任秋生　 吴猛

　 　 【摘要】 　 目的　 通过胃窦超声检查，探讨胃超声检查评估急诊剖宫产产妇胃排空情况的效果，
并分析影响产妇胃排空的危险因素。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行急诊剖宫产的产妇

１４３ 例，孕龄≥３６ 周，年龄≥１８ 岁，ＡＳＡ Ｉ 或 ＩＩ 级，ＢＭＩ＜３５ ｋｇ ／ ｍ２。 产妇入室后，行胃内容物定性检

查、胃窦 Ｐｅｒｌａｓ 评分及胃窦横截面积测量。 根据产妇进食情况临床判断其胃排空情况。 结果　 超声

临床判断均为空腹 ２ 例（１ ４％），超声判断空腹临床判断饱胃 １０５ 例（７３ ４％），超声判断饱胃临床判

断空腹 ５ 例（３ ５％），超声临床判断均为饱胃 ３１ 例（２１ ７％）。 产妇最后一次进食脂肪或肉类食品

（ＯＲ ＝ ３７２ ７２５，９５％ ＣＩ １８ ６９５ ～ ７４３０ ９２１，Ｐ ＜ ０ ００１）、进食量偏大 （ＯＲ ＝ ５ ７０１，９５％ ＣＩ ２ ２６８ ～
１４ ３３２，Ｐ＜０ ００１）是饱胃的危险因素，而进食至超声检查间隔长（ＯＲ ＝ ０ ３６６，９５％ＣＩ ０ ２０１～ ０ ６６６，
Ｐ＜０ ００１）是饱胃的保护因素。 结论　 胃窦超声检查能为围术期判断产妇胃排空情况提供更加客观

的依据，最后一次进食正餐种类、进食量以及进食至超声检查间隔可能影响产妇胃排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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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ｅｍｐｔｙ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ｅ⁃
ｓａｒｅ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ＨＵＡＮＧ Ｌｉｊｕｎ， ＹＡＮ Ｍ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Ｚｈｅｎｆｅｎｇ， ＲＥＮ Ｑｉｕｓｈｅｎｇ， ＷＵ
Ｍｅ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０９，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ＹＡＮ Ｍｉｎ， Ｅｍａｉｌ： ｚｒｙａｎｍｉｎ＠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ｐｔｙ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ａｎｔｒｕｍ，ｊｕ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ｅｍｐｔｙ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４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 ｗｈｏ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 ｔｏ Ｍａｙ ２０１８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ｈｏ
ａｌｌ ｍｅ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 ≥ ３６ ｗｅｅｋｓ， ａｇｅ ≥ １８ ｙｅａｒｓ， ＡＳ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Ⅰ ｏｒ Ⅱ， ＢＭＩ ＜
３５ ｋｇ ／ ｍ２ ．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ａｎｔｒｕｍ ｓ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ａｎｔｒｕｍ ｗｅｒｅ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ｅｍｐｔｙｉｎｇ ｗａｓ ｊｕｄｇ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ｅｒｐｅｒａ．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Ｔｗｏ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ａｎ ｅｍｐｔｙ ｓｔｏｍａｃｈ ｂｙ ｂｏｔｈ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 ４％）， １０５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ａｎ
ｅｍｐｔｙ ｓｔｏｍａｃｈ ｂｙ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ｂｕｔ ａｎ ｆｕｌｌ ｓｔｏｍａｃｈ ｂｙ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７３ ４％）， ５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ａｎ ｆｕｌｌ ｓｔｏｍ⁃
ａｃｈ ｂｙ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ｂｕｔ ａｎ ｅｍｐｔｙ ｓｔｏｍａｃｈ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 （３ ５％）， ａｎｄ ３１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ａｎ ｆｕｌｌ ｓｔｏｍａｃｈ ｂｙ ｂｏｔｈ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１ ７％）． Ｍｅｔｅｒｎ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ｆａｔ ｏｒ ｍｅａｔ ｆｏｏｄｓ（ＯＲ＝３７２ ７２５，９５％ＣＩ １８ ６９５ ⁃ ７４３０ ９２１， Ｐ＜０ ００１），
ｅａｔｉｎｇ ｔｏｏ ｍｕｃｈ（ＯＲ＝ ５ ７０１，９５％ＣＩ ２ ２６８ ⁃ １４ ３３２，Ｐ＜０ ００１） ｗａｓ ａ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ｆｕｌｌ ｓｔｏｍａｃ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ｏ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Ｒ＝ ０ ３６６，９５％ＣＩ ０ ２０１ ⁃ ０ ６６６，Ｐ＜０ ００１） ｗａｓ 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ｅｍｐｔｙｉｎｇ．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ｅｄｓｉｄｅ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ｃａｎ ｒｅｌｉａｂｌｙ ａｓｓｅｓｓ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ｅｍｐｔｙ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ａｎｔｒｕ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ｌａｓｔ ｍｅａｌ ｅａｔｅ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ｏ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ｍａ⁃
ｔｅｒｎａｌ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ｅｍｐｔｙ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产妇围术期发生胃内容物误吸是最严重的产 科麻醉并发症之一。 椎管内麻醉平面过高、腹部按

压、牵拉反应等易诱发恶心呕吐增加误吸风险。 术

前禁水、禁食是有效预防反流误吸的方法。 但对于

急诊剖宫产产妇，麻醉科医师常根据进食情况判断

其误吸风险，不能客观指导临床工作，存在误判而

危害患者生命或增加医疗支出的可能。 胃窦 Ｐｅｒｌ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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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可通过判断胃液量多少为临床提供依据，２ 分

以上的患者发生误吸的风险明显增加［１］。 Ｐｅｒｌａｓ 评

分可以评估择期剖宫产产妇围术期胃内容物的误

吸风险［２］。 研究指出，剖宫产前后胃窦横截面积及

解剖结构发生明显改变，但胃窦 Ｐｅｒｌａｓ 评分未发生

改变，可能更适用于急诊剖宫产产妇胃排空情况的

判断［３］。 本研究拟探讨胃窦超声检查评估急诊剖

宫产产妇胃排空情况的效果，并分析影响产妇胃排

空情况的可能因素。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鄞
医 ２０１７０１３），与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选择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行急诊

剖宫产的产妇，孕龄≥３６ 周，年龄≥１８ 岁，ＡＳＡ Ｉ 或
ＩＩ 级，ＢＭＩ＜３５ ｋｇ ／ ｍ２，进食正餐至超声检查之间未

进食任何食物。 排除标准：多胎妊娠，右侧卧位禁

忌，术前使用对胃动力有影响的药物，胃肠道解剖

结构异常，分娩镇痛，食管、胃或上腹部外科手术

史，临产后进食正餐 １ 次以上。
胃内容物临床检查方法 　 由一位麻醉科医师

以 ＡＳＡ 及美国产科麻醉指南为标准（术前 ２ ｈ 禁清

饮料；术前 ６ ｈ 禁淀粉类固体食物、牛奶；术前 ８ ｈ 禁

油炸、脂肪及肉类食物）临床判断产妇的胃排空情

况［４］。 进食至超声检查间隔、进食种类达到指南禁

食标准的定义为空腹，反之为饱胃。
胃窦超声检查方法　 产妇入手术室后吸氧，常

规监测 ＢＰ、ＥＣＧ、ＳｐＯ２，使用超声多普勒监测胎儿心

率，静脉输注复方乳酸钠。 麻醉开始前，患者生命

体征平稳胎儿无宫内窘迫时，采用便携式实时超声

进行检查，胃超声扫描采用低频曲阵探头 （ ２ ～ ５
ＭＨｚ）、腹部成像模式。 探头置于上腹部旁剑突下矢

状位，超声图像的切面以肝左叶及腹主动脉为内

参。 超声检查由有 ３ 年胃超声检查经验的麻醉科医

师执行，且其对产妇的进食情况不知情。
胃超声判断标准：受试者取头高 ４５°仰卧位行

胃窦内容物定性分析（无内容物，液体，固体）。 随

后测量胃窦横截面积：ＣＳＡ＝（ＡＰ×ＣＣ×π） ／ ４（ＡＰ，前
后轴直径；ＣＣ，头尾向直径） ［５］。 胃窦横截面积测量

在胃收缩间歇期进行，测定范围是胃浆膜至浆膜，
取三次测量的平均值。 然后受试者取头高 ４５°右侧

卧位重复以上操作。 检查控制在 ５ ｍｉｎ 内完成。 胃

窦 Ｐｅｒｌａｓ 评分判断标准［２］：０ 分，两个位置胃窦扫描

都为空，提示没有胃内容物，误吸风险低；１ 分，仅在

右侧卧位看到胃内液体，提示误吸风险较低；２ 分，
两个体位下都看到明显的胃液，误吸风险较高；３
分，胃内见固体食物，误吸风险高；０ ～ １ 分，空腹，２ ～
３ 分，饱胃。

观察指标　 记录超声检查开始时间；规律宫缩

发动时间；是否合并妊娠期糖尿病及控制情况；最
后一次进食正餐时间；进食种类（油炸、脂肪及肉类

食物，牛奶、淀粉类固体食物，粥、面条等淀粉类半

流质）；进食量；进食至超声检查间隔；规律宫缩至

超声检查间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
偏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Ｍ）和四分位数间距

（ＩＱＲ）表示。 组间一致性比较采用 κ 检验。 将单因素

分析中 Ｐ＜０ ０５ 的指标与胃排空结果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

步回归分析法。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本研究共纳入急诊剖宫产产妇 １４３ 例，超声胃

窦评分 ０ 分的 １０７ 例（７４ ８％），其余均为 ３ 分，胃窦

超声图像见图 １—２。 超声判断与临床判断胃排空

　 　 注：Ａ，胃窦；Ｌ，肝脏；Ｓ，皮肤；所圈虚线，胃窦

图 １　 空腹胃窦超声图

　 　 注：Ａ，胃窦；Ｌ，肝脏；Ｓ，皮肤；所圈虚线，胃窦

图 ２　 进食固体食物后胃窦超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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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致性较差（κ＝ －０ ０６３，Ｐ＝ ０ ０１１）（表 １）。

表 １　 两种方法判断胃排空结果一致性评价

临床判断
超声判断

空腹 饱胃
κ 值 Ｐ 值

空腹 ２ ５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４

饱胃 １０５ ３１

与空腹者比较，超声判断饱胃产妇的年龄、孕
前体重、体重指数、孕龄、腹围、合并妊娠期糖尿病

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与空腹者比较，饱胃的产妇

进食至超声检查间隔、规律宫缩至超声检查间隔明

显缩短，进食种类以脂肪和肉类为多，进食量也明

显增多（Ｐ＜０ ０１）（表 ２）。

表 ２　 超声检查空腹和饱胃产妇一般情况的比较

指标 空腹（ｎ＝ １０７） 　 　 饱胃（ｎ＝ ３６） 　 Ｐ 值

年龄（岁） ２６±４ ２６±４ ０ ３９３

孕前体重（ｋｇ） ５６±６ ５６±７ ０ ６７４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２６ ３±２ ２ ２５ ６±２ ５ ０ ０６３

孕龄（ｄ） ２８０±３ ２７９±２ ０ ２１０

腹围（ｃｍ） ９９±４ ９９±６ ０ ８７４

糖尿病［例（％）］ ７（６ ５４） ４（１１ １１） ０ ３７７

进食至超声检查间隔（ｈ） ４ ８±０ ８ ４ １±２ ５ ＜０ ００１

规律宫缩至超声检查间隔（ｈ） ６ １±１ ３ ５ ０±１ ８ ０ ００６

最后一次进食正餐种类 ０ ／ １ ／ ２（例） ８１ ／ ２６ ／ ０ ２ ／ ２３ ／ １１ ＜０ ００１

进食量（ｇ） １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３００（２１２～５００） ＜０ ００１

平卧 ＣＳＡ（ｃｍ２） ２ １７±０ ７２ ６ ４１±３ ４２ ＜０ ００１

右侧卧 ＣＳＡ（ｃｍ２） ３ ４１±０ ８８ ９ ５９±４ １６ ＜０ ００１

　 　 注：０，粥、面条等淀粉类半流质；１，淀粉类固体；２，脂肪及肉类食品

表 ３　 超声判断饱胃危险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指标 Ｂ Ｗａｌｓ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最后一次进食脂肪和肉类 ５ ９２１ １５ ０３８ ３７２ ７２５ １８ ６９５～７４３０ ９２１ ＜０ ００１

进食量偏大 １ ７４１ １３ ６９８ ５ ７０１ ２ ２６８～１４ ３３２ ＜０ ００１

进食至超声检查间隔增长 －１ ００６ １０ ８２７ ０ ３６６ ０ ２０１～０ ６６６ ０ ００１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最后一次进食脂

肪和肉类、进食量偏大、进食至超声检查间隔时间

缩短是饱胃的独立危险因素（表 ３）。

讨　 论

本研究发现，超声、临床两种方法判断胃排空

结果一致性差，κ 值仅为－０ ０６３。 其差异主要存在

两种情况：未达到禁食标准的产妇，临床判断饱胃

而超声判断空腹（７３ ４％），其进食的都是易消化食

物，且以少量淀粉类半流质为主；临床判断空腹而

超声判断饱胃（３ ５％），这些产妇进食量较大，以脂

肪、肉类食物为主。 对 ３９ 例临产妇的胃超声研究指

出，１６ 例（４１％）在进食间隔 ８ ～ ２４ ｈ 后仍发现胃内

固体存在［６］。 本研究与之比较，则是进一步分析了

产妇进食性质、进食量对胃排空的影响，故超声判

断饱胃率较低。 有研究显示，遵循禁食标准的择期

剖宫产产妇胃超声检查饱胃率为 ０ ９７％［２］，禁食标

准可以为围术期判断择期手术产妇误吸风险提供

依据。 其在判断急诊产妇误吸风险方面的准确性

较低，进一步验证了推广床边胃超声检查技术辅助

判断胃排空结果的必要性。 对于超声判断饱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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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判断空腹的产妇，可以按照饱胃来指导临床决

策；对于超声判断空腹临床判断饱胃，尤其是胃窦

评分 ０ 分的产妇，临床工作中可以按照空腹处理。
对于胃窦评分 １ 分的产妇，由于本研究例数的限制，
是否适用于临床仍需要大样本的研究。

胃排空情况的检查方法有：扑热息痛的吸收、
电阻抗断层成像、放射性同位素标记、聚乙二醇的

稀释以及胃内容物吸引术等，均为有创性，不适用

于围术期检查［７］。 有研究显示无超声专业背景的

麻醉科医师经过学习和胃超声检查后，用超声评估

患者饱胃情况的正确率达 ９５％［８］。 接受过培训的

麻醉科医师用超声定性评估妊娠晚期孕妇胃内容

物，评估者间一致性 κ 值为 ０ ７４［９］。 本研究超声检

查由 ３ 年胃超声经验的麻醉科医师执行，该医师经

过一定的培训，能完成此项技术。
临床上利用多种数学模型可以较准确地判断

胃内液容量，但是这些模型不适用于孕产妇［１０］。 有

学者指出足月产妇右侧卧位时胃窦横截面积达到

１０ ３ ｃｍ２为误吸风险的正常上限［２］，作者发现胃窦

平卧位、右侧卧位横截面积与胃排空结果存在一定

的相关性，鉴于本研究观察的饱胃产妇其胃内容物

为固体食物，不同于上述研究分析的是胃内液体的

含量，故本研究中不存在通过测量胃窦横截面积预

测胃排空情况的必要性。 且有研究指表明，剖宫产

前后胃窦横截面积及解剖结构发生明显改变，而胃

窦 Ｐｅｒｌａｓ 评分未发生改变［３］。 可见胃窦 Ｐｅｒｌａｓ 评分

更适用于产妇胃排空情况的判断。
本研究发现，最后一次进食脂肪和肉类食品使

饱 胃 风 险 增 加 ３７２ ７２５ 倍 （ ９５％ ＣＩ １８ ６９５ ～
７４３０ ９２１），进食量偏大使饱胃风险增加 ５ ７ 倍

（９５％ＣＩ ２ ２６８～１４ ３３２），而进食至超声检查间隔增

长使饱胃风险明显下降（ＯＲ ＝ ０ ３６６，９５％ＣＩ ０ ２０１
～０ ６６６）。 有研究表明，糖尿病会导致胃动力障碍。
胃排空功能与糖尿病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关。 糖尿

病早期胃排空可正常，晚期以胃排空延迟为主［１１］。
本研究结果显示，产妇是否合并妊娠期糖尿病与其

超声测量胃排空结果不存在相关性，可能与糖尿病

病程短、血糖控制较理想有关。
综上所述，与传统临床判断比较，胃窦超声检

查技术能为临床上判断急诊产妇胃排空情况提供

更加客观的依据，而且产妇最后一次进食脂肪和肉

类、进食量偏大、进食至超声检查间隔长可能影响

胃排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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