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3公斤孕妇的艰难剖宫产“重量级”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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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
员/龚宇杰、顾言心） 143公斤，对于一个

孕妇而言，如此体重意味着手术及麻醉

难度倍增。近日，市妇幼保健院产科、麻

醉手术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医护人员，

携手为一名重量级“胖妈”成功接生。

管不住嘴，孕妈妈体重飙升

孕妇梁女士身高 161 厘米，怀孕前体

重约为 115 公斤，已严重超过正常体重水

平。她虽尝试过多种减肥办法，但效果都

不理想。

发现自己怀孕后，梁女士似乎为自

己的贪吃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不再

控制饮食，也未进行有效的孕期体重管

理。直到孕晚期，她的体重一路疯涨，睡

眠也受到严重影响，常常感到胸闷、心

慌、呼吸不畅。

前几天，即将生产的梁女士入住市

妇幼保健院。可此时，她的体重已高达

143公斤，比孕前足足重了 25公斤。同时，

她出现了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

麻醉难度极大，常规穿刺
术无法用

对于医护人员而言，如此“重量级”

的剖宫产手术很罕见，其实施难度极大。

术前，市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部长

周文勇、新生儿科主任王平、麻醉手术科

主任朱存宇等专家进行了多学科会诊，为

梁女士制定详细的手术方案和应急预案。

剖宫产手术的第一关就是要对孕妇

进行麻醉。由于梁女士体重严重超标，其

麻醉难度极大。

“麻醉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椎管内

麻醉是肥胖患者的首选。因患者背部脂

肪肥厚，椎间隙较正常孕妇更狭窄，难以

触摸清楚。”麻醉手术科主任朱存宇介

绍，由于超胖产妇皮下脂肪很厚，临床麻

醉通常使用的穿刺针已满足不了要求，

再加上麻醉体位摆放困难，无法摸清产

妇脊柱的解剖结构，行椎间隙定位困难，

可能导致穿刺失败或者神经损伤。

手术如期进行。虽然已有心理准备，

但产妇的体重还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接送病人的平车在她身下显得那么渺
小；测量血压的袖带放不进她的手臂；背
部脂肪过厚，常规的穿刺针只有 8 厘米
长，给麻醉操作带来挑战。

完成术前准备后，巡回护士协助麻
醉医师为梁女士摆放体位，让患者采用
左侧卧位，头部尽量向前倾，双腿尽量屈
曲，膝盖贴向自己的肚子，姿势类似于虾
子的形状。

麻醉医师彭君凭借多年的经验，通
过手摸定位、局麻注射器探寻间隙等，最
终为梁女士完成了椎管内麻醉。

腹部脂肪层太厚，影响切
口暴露

麻醉的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又

来了。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切口的暴露

问题，产妇腹部的厚厚脂肪容易往切口

上堆，十分影响术中的可见范围和操作

空间。”孕产保健部部长周文勇介绍，为

此，他们专门安排一名医生全程协助推

开产妇的腹部赘肉，以便他在厚厚的脂

肪下，能快速地找到胎儿并迅速帮助胎

儿娩出，否则胎儿会有窒息的风险。

最终，周文勇克服了因产妇皮厚带

来的手术视野暴露不佳等困难，成功为

其施行剖宫产手术，梁女士成功分娩出

一个健康男婴。

孕期补身体千万别瞎补

“肥胖孕妇比一般孕妇的并发症多，

且大胎儿的难产发生率更高。”周文勇介

绍，孕妇在怀孕期间的体重增长是有标

准的，如果孕妇体重增加过多或过少都

会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身体健康。准妈

妈在孕期的体重总增长量最好控制在 12

公斤至 15公斤。

对于孕前过度肥胖的，需要通过合理

的减肥方式来控制体重后再怀孕。即使不

是超重，也建议孕妇孕期内看一下营养咨

询门诊。通过营养咨询，可以让孕妇根据

自身条件，该补的补，不该补的不瞎补。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
琼 通讯员/黄红斌） 又到岁末，

各类聚餐增多。殊不知，管不住嘴

可要吃亏。日前，市民王师傅就因

为胡吃海喝差点丢了命。

家住天元区的王师傅最近应酬

颇多。前段时间，他因为饮酒后多次

腹痛在当地医院就诊，每次经过输

液后会有所好转。为此，他并未进行

深入检查，以至于迟迟没有发现病

症的根本。前两天，在和朋友聚餐

后，他出现剧烈腹痛、呕吐等症状。

在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医生检

查发现，王师傅的胆固醇、甘油三

酯等指标已超出常人数倍。最终，

他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腺炎。

“急性重症胰腺炎凶险异常，病

死率可高达 20%。”市中心医院肝胆

胰脾外一科医生谢智钦介绍，由于

病情严重，患者还出现了抽搐及急

性呼吸窘迫综合症，生命危急。

很快，他被迅速入 ICU。为了

让王师傅化险为夷，医生为他进行

了降血脂、抗感染、营养、补液等治

疗。经过精细治疗，王师傅最终顺

利脱险。

谢智钦提醒，高脂血症诱发的

急性胰腺炎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

势，而且起病急、进展迅速，有些市

民存在侥幸心理，总以为发病多次

通过简单补液就可治愈，未进行病

因诊断，导致反复发作。他建议，市

民一旦出现相关症状，要及时明确

病因并对症治疗。

男子胡吃海喝
引发急性重症胰腺炎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
琼 通讯员/尚客君） “我耳聋，感

谢你们不厌其烦地用笔和我沟通

……”近日，在市中医伤科医院，康

复出院的陈奶奶颤颤巍巍地留下

了这样一张字条，字条的背后是一

个暖心故事。

原来，陈奶奶今年 79 岁。8 年

前，老人的左膝部出现持续性胀

痛，在当地医院治疗后有好转，但

疼痛反复发作。最近几日，她左膝

又开始疼痛，且疼痛加剧不见好

转，在家人的陪同下，她来到市中

医伤科医院膝关节科。

由于年事已高，且听力障碍严

重，刚入院时，老人几乎不怎么说话。

很快，膝关节科护士谭园园发

现了陈奶奶的异样。

“您不用担心，有啥事儿找我就

行，放松心情、配合治疗，你会恢复

得更快。”“奶奶我要给您输液了，有

点疼，您忍一下”……担心对方由于

耳聋无法及时接收信息，谭园园总

是把话写在小纸条上与老人沟通。

“好的，谢谢你，小姑娘。”慢慢

地，老人也会用一张张小纸条回

话。就这样，一张张纸条拉近了老

人与医护人员之间的距离。

最终，在膝关节科，陈奶奶顺

利完成了全膝关节置换手术。

病房里的“纸短情长”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
记者/刘琼 通讯员/刘源）
2023 年 12 月 29 日，健康

株洲行动之健康知识普及

社区行活动（第二场）走进

荷塘区。我市 9 家三级医

院、4 家公卫单位、30 多名

医疗专家齐聚世贸广场，为

社区居民提供义诊咨询、健

康科普宣教、健康体验等服

务，将优质医疗资源和健康

知识送到居民身边。

发生眩晕是中风的前

兆？为什么补了钙还会骨

质疏松？……来自市人民

医院、株洲恺德心血管病

医院、市三医 院 、市 三 三

一 医 院 的 专 家 们 用 通 俗

易 懂 的 语 言 向 线 上 、线

下 观 众 普 及 健 康 知 识 、

解答健康问题。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

通过情景剧《“救”在身边》

《健身操串烧》等节目向观

众科普急救技能。

义诊区里，来自心血

管 科 、内 分 泌 科 、消 化 内

科、肿瘤科、妇产科、皮肤

科、临床心理科等 20 多个

学科的医疗专家为居民耐

心看诊。多家医院设置了

健康体验区，不少居民排

队等候体验针灸、拔罐、艾

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

据悉，去年，市卫健委

在深入开展“走找想促”活

动中，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

群众对健康科普知识的需

求，随即拓宽健康科普宣传

平台，策划并开展了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健康科普活

动，共同营造了健康科普人

人参与、人人行动、人人获

益的良好氛围。

家门口来了医疗专家团

医疗专家为市民进行义诊。（通讯员供图）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
琼 通讯员/顾言心） 2023年 12月

27日，市中心医院与市妇幼保健院

“牵手”，构建紧密型医联体。同时，

该院医学影像中心启用。

据悉，市妇幼保健院将借力市

中心医院的学科优势，实现专科建

设、临床医疗和技术应用等资源的

共享，进一步提升该院医疗技术水

平，为患者提供更专业、高效、快捷

的医疗服务。

未来，市中心医院也将主动对

接市妇幼保健院，加强妇产科、小

儿外科等学科建设。

会后，市中心医院院长蔡安烈

一行参观了市妇幼保健院医学影

像中心、生殖医学中心等科室。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我市正积极探索建设紧密型城市医

疗集团，希望更多的医院能加强“联

姻”，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共建共享，

让卓越的医疗服务惠及更多市民。

市中心医院“牵手”市妇幼保健院

2024，更AI株洲
看AI如何描绘他们的新年梦想

一 人 一 个 梦

想，2024 年你的梦

想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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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31 日，跨年夜

女孩遇执勤消防员，偷偷坐在一

旁将他们画了下来，并写上新年

祝福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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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歌合唱团，

用音乐汇聚起分

散在城市角落里

的年轻人。

音乐，是都市

人生活最好的放

松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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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截图。

央视网：林长制改变了什么？
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

度创新，自 2021 年起，株洲全面推行林

长制，建立市、县、乡、村四级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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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
《湘寻》 视 文化

写字楼里的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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