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胎妈妈的
“一剖二顺”执念

2016 年 1 月，中国开始实施

“全面二孩”，医院产科也由此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

助产士符艳艳除了要面对与日俱

增的孕产妇，还需要应付所谓“一

剖二顺”的观念。

“剖宫产太遭罪了，二胎一

定要顺产。”这两年，符艳艳常

听到这样的要求，让她不禁想

起那个僵持数日只为顺产的“铁

娘子”。

初次见到这名株洲产妇时，

她因为宝宝脐带绕颈而做了剖

宫产，母子平安；两年后，这名

孕妇生二胎，恰好又遇到符艳艳。

“她是个大学教师，也懂一

点医疗知识，这次她是铁了心要

顺产。”但疤痕子宫的顺产风险

可想而知。医生给她做了检查，

发现她的子宫恢复情况不理想，

不符合顺产指征。于是，这名

坚信“一剖二顺”的产妇便与医

护人员展开了一场长达数日的“持

久战”。她反复强调剖宫产造成

的伤口太痛，坚信顺产更为舒适。

符艳艳只得请来两名顺产妈妈现

身说教，告诉她顺产绝对和“舒

适”没半毛钱关系，最终才说

服这名孕妇再次剖宫产。

宝宝的“假动作”
在符艳艳的从业生涯里，不

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总有一些

人听信传言，最终被固执所害。

2015 年的一天，凌晨 4 时。

一名在长沙金融行业当高管的高

龄孕妇被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后

发现其羊水已经破了，建议她立

即剖宫产。可孕妇淡定地上网“百

度”了一番，然后坚称这只是

宝宝的“假动作”，反对剖宫产，

并不顾医生劝阻离开了医院。

3 小时后，这名孕妇再一次

赶到医院。此时，她已全身乏力

且宫口全开。还没来得及进行手

术，宝宝的头就出来了。

“简直不要命。”符艳艳说，

在顺产过程中，这名产妇已经有

了子宫破裂的风险。好在，经过

医生全产程监测，她才避免了“保

大保小”这个悲剧的选择题。

2016 年， 同 样 是 凌 晨 4 时

被送到医院的另一名产妇就没

有那么幸运了。因为是 31 周早产，

加之母体出现突发性胎盘早剥以

及多种并发症，医生火速进行

剖宫产，但还是晚了一步——宝

宝重度窒息，成了永久性脑瘫。

“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可家

属并不能接受与理解。”孩子的

家属一度选择放弃，并拒绝将

宝宝带走，这份苦涩让符艳艳

有些难以承受，“虽然我们都知

道责任不在自己，但内疚还是有

的”。

产房条件好了，
丈夫态度也要好

不过，符艳艳依旧庆幸自己

看到了中国产房的变化——以

前，男孩是“命根子”；如今，越

来越多的家庭认为“生男生女都

一样”。以前，哪家医院便宜去

哪家；如今，产妇不仅看重医生

技术还要挑医院环境……

符艳艳记得，医院搬迁新楼

之前，产科床位拥挤，没有隐私。

这家大媳妇要换卫生用品了，婆

婆扯着嗓子喊“对面床那几个男

的出去咯”；这厢话音未落，隔

壁床的产妇家属有意见了：“小

点声咯！”新妈妈产后开奶，乳

房胀痛憋得龇牙咧嘴，孩子哭

大人叫，人不由自主地烦躁，家

属投诉也总免不了。但现在不一

样了，多人间帘子隔着，单人间

的产妇就更舒适了，情绪也稳定

不少。

诚然，生孩子是喜事，人人

都想要个乐呵，但产房里吵架甚

至打架的也不少。

有一对长沙的夫妻，两口子

都是博士。这该是温文尔雅的

一对吧？不然。夫妻两人在生产

住院的一周时间里，几乎每天都

关着门打架，病房里的电视、桌

子、窗户全砸坏了，出院时还赔

了不少钱。原来，这名丈夫工作

太忙，从妻子进产房到分娩都没

有来得及前往陪伴，妻子想不通，

加之身体疼痛，整个人十分焦虑。

好不容易孩子出生了，丈夫也赶

来了，妻子却因丈夫一进病房就

“先看宝宝再看妈”而暴怒，抡

起杯子就砸了过去。这下，丈夫

也被惹毛了，又不敢动老婆，只

能拿病房里的东西撒气……

“他们打架基本都是因为小

事，打完他们又笑呵呵的。”符

艳艳感慨，有的夫妻看着相敬

如宾，感情却异常冷漠；而像这

对夫妻，打打闹闹却也一直在一

起。 

“只是，分娩的确需要陪伴。”

作为助产士，符艳艳希望产妇能

收到来自丈夫的鼓励，所以，每

陪产一名产妇，她都习惯在产房

外招呼一声 ：“某某的丈夫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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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妈妈，你可得罩着我”
姚穗被产妇称为“姚妈妈”，

因为她医术好，人 还和气。自

1983 年从贵阳医学院医疗专业

毕业后，姚穗就一直 从事妇产

科临床工作，至今已有 34 年。

这么多年，喜乐悲苦，姚穗

在产科看尽了人间百态。比如，

顺产还是剖宫产——这在产房

里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

选择题，反而夹杂了来自产妇个

人情绪、家庭状态乃至社会观念

等等方面的因素，变成了一个及

其复杂的命题。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医院

来了一名产妇，她认为顺产会严

重影响夫妻生活。于是，产妇强

烈要求剖宫产，坚决不肯自己生。

“当时产妇的宫口已经开了，她也

不管，医生走到哪她跟到哪，急

了还跪在医生面前。”姚穗说，

由于产妇极度不配合，最后还是

只得给她做了剖宫手术。

去年，有个产妇来院生产。

此前科室是允许陪产的，医生便

让产妇的婆婆进了产房。没想到，

婆婆看到儿媳妇疼得那么惨，十

分不忍心，便坚决不让儿媳妇再

生了，一定要剖宫产。

没办法，医生和产妇沟通，

产妇考虑后，表示还是希望自己

生。于是，婆婆被客客气气地“请”

了出去。最终，产妇顺利生下宝

宝，这名心疼儿媳妇的婆婆也被

姚穗她们评为“最佳婆婆”。

不仅是婆媳，夫妻间互相鼓

励的画面其实也很动人。在还可

以陪产的时候，姚穗看到过一对

夫妻，产妇的个子很小巧，当时

她们估计孩子的体重可能在六斤

左右。丈夫很紧张，但一直在鼓

励妻子，“猛夸她，直说‘老婆你

最棒’”。产妇心情自然也好了，

拼命对自己说“我可以的”，还

跟姚穗打趣儿说 ：“姚妈妈，你

可得罩着我。”结果孩子生出来，

七斤多的男宝宝，丈夫当场就给

了妻子一个“香吻”。

就像马茸茸事件中人们所质

疑的，生产时顺还是剖到底谁说

了算——其实这个问题姚穗也

很无奈，因为在当下的医疗市场，

医生很难自顾自做出抉择，只能

在陈述利弊的前提下，让产妇和

家属尽快决定，“这也是为什么要

签分娩委托书的原因，家属不认

可，在当下的环境，很少有医生

敢贸然去做手术”。

产房是个情绪的发酵缸
在产房里，除了产妇的痛苦，

新生的喜悦，纠结、遗憾也是常

见的情绪，这种时刻，姚穗就会

特别期待产妇和家属的“果断”，

还有那一份极为重要的“幸运”。

2000 年，一名孕妇在医院

产检时发现有高血压。而随后

姚穗才知道，其实之前她就已

经有了征兆，“在家抽筋抽了 5

次都没有来医院就诊”。姚穗不

解，问这名准妈妈为啥不来医

院看看？对方的回答让她哭笑不

得 ：“姑妈说不需要来，抽筋是

因为有胎毒。”

而在接下来的产检中，胎心

监护也有了意外发现：胎儿的心

跳突然跌到 90 次 / 分，80 次 / 分，

还一直往下走。“我们判断孕妇

胎盘早剥，而且非常紧急，不赶

紧采取措施，胎儿会保不住。” 

姚穗立马和家属沟通，没想

到，这次家属居然十分配合。

“这就好办了。”姚穗带着产

妇走医院“绿色通道”，一分钟

都没耽搁，人就进了手术室，结

果发现确实是胎盘早剥。尽管只

有 31 周大，但最后孩子还是挺了

过来。姚穗坦言，“如果再晚一点，

再纠结一下，可能就不行了”。

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拥有这份

幸运。上世纪 80 年代，有一个

产妇来医院就诊，检查后发现

其患有“妊娠胆汁淤积综合症”。

当时，医生对这种病的理解还比

较浅，“考虑到孩子马上就要足

月，我们想再多观察两天，结果

在等待的过程中，孩子就走了”。

这件事以后，各地陆续有类

似病例出现，虽然彼时该病的

发病机制还没搞清楚，但医生

已经意识到了它对胎儿的巨大危

害。“这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

对姚穗而言，这也是她挥之不去

的遗憾，“医学有时很残忍，它

通过鲜血和生命获得完善”。

在如今的产科工作中，家属

出于各种考虑提出了形形色色的

要求，最是人之常情但也最不合

理的其实就是那一句“你们要百

分之百保证母婴安全”。姚穗也

遇见过这样的病人 ：“他们要求

剖宫产的理由就是要母子平安，

其实他们明明可以顺产的。医生

劝他们，但他们反过来问 ：‘顺

产你们能保证万无一失吗？’”

“没有绝对。”对此，姚穗也

挺无奈，“只能说，我们尽百分

之百的努力，但不一定有百分之

百的好结果”。 

付艳艳 |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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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穗 | 湖南省人民医院产科主任

在 产 房 里，
顺 还 是 剖，
已经不再是
一个单纯的
医 学 选 择
题。

产妇小谭已经
开了 8 指， 医
生让她多走动
有助生 产，老
公樊先生亦步
亦趋跟在老婆
身后。付艳艳

姚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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