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娩， 作为女性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常

常伴随着诸多疑问与担忧。 本文将从产科临

床的角度出发，解答关于分娩的一些常见疑

问， 帮助准妈妈们更好地了解分娩过程，减

轻恐惧，顺利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一、分娩时如何避免难产？

难产是每位准妈妈都担心的问题，但通

过合理的孕期管理和分娩准备，可以大大降

低其发生概率。

1.�合理控制孕期体重：孕期合理摄取营

养，坚持适当的运动，防止胎儿长得过快、过

大。 整个孕期体重增加应控制在 12.5千克左

右。 尽量避免过期妊娠，以免胎儿头骨过硬，

难以通过产道，增加难产机会。

2.�胎位矫正： 如果胎位在 30 孕周仍然

不正常，如臀位或横位，需在医生指导下进

行胸膝卧位法矫正。 每次 15-20 分钟，早晚

各 1 次，一周后复查胎位。 矫正后仍需坚持

监测，以防再发生胎位不正。

3.�保持充足精力与体力：临产征兆出现

后，注意休息，坚持正常进食，以充足的精力

和体力应对分娩。

4.�了解分娩过程：孕期参加分娩健康教

育，对分娩过程及如何与医生配合多做一些

了解，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分娩时不慌张，

增加自然分娩的信心。

二、骨盆大小对分娩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骨盆的大小和形状对分娩至关重要，但

并非决定性因素。

1.�合理营养摄入： 骨盆不够大的孕妇，

怀孕期间要合理摄取营养，避免胎儿过大。

2.�分娩方式选择：在医生指导下，根据

骨盆大小和胎儿情况选择合适的分娩方式。

必要时可选择剖宫产，确保母婴安全。

3.�心理准备：选择一个自己喜欢且适合

的分娩方式，充分放松内心，积极与医生配

合，有助于顺利分娩。

三、如何克服分娩恐惧？

分娩固然痛苦，但做好身心准备可以大

大减轻恐惧感。

1.�积极心态： 对待疼痛要有积极心态，

进行自我暗示和自我安慰， 如反复对自己

说：“我不感到痛，我很顺利。 ”

2.�熟悉环境：孕前多去熟悉准备分娩的

医院环境，与医生交流，确定最适合自己的

分娩方式，并据情况让医生指导分娩准备。

3.�了解分娩方式：了解无痛分娩、药物

性镇痛等缓解产痛的分娩方式，选择适合自

己的方式，如导乐式分娩、家庭式病房、丈夫

陪产或坐式分娩等。

四、剖腹产术后再次怀孕分娩的注意事

项

剖腹产术后再次怀孕分娩，需特别注意

以下几点：

1.�时间间隔： 至少应在剖腹产术后 18

个月再怀孕分娩，以使刀口处的瘢痕组织愈

合得更好，减少再次分娩时的危险。

2.�孕期监测：随着怀孕月份增大，注意

观察产妇有无异常情况，在预产期前 1-2 周

宜住院待产。

3.�营养与护理： 从孕期开始储备营养，产

后悉心呵护刀口。 注意防止妊娠期贫血或妊娠

糖尿病等，这些疾病都会影响刀口愈合。 术后

及时换药，保持刀口清洁，避免感染。

五、剖腹产术后护理的特别之处

剖腹产术后护理与其他开腹手术有所

不同，需注意以下几点：

1.�早期活动： 麻醉药物作用消失后，应

开始活动肢体，促进肠蠕动恢复，防止肠粘

连或形成血栓。

2.�体位选择：为了减轻刀口的震动和牵

拉痛，有利于恶露排出，宜取半卧位，不宜取

仰卧位。

3.�饮食调整： 避免进食产气过多的食

物，如牛奶、豆浆、红薯等，以防肠胀气。 同

时，不宜进食过多，以免影响刀口愈合。

4.�避免感染：及时更换内衣内裤，保持刀

口清洁，避免感染。 一旦拔掉导尿管，只要有尿

意就应努力去解，以防尿道感染。

六、其他常见问题解答

1.�阴道侧切后疤痕问题：侧切后疤痕隆起

并按压疼痛，可能是由于疤痕过度增生引起。可

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外用药物局部敷贴， 减轻疤

痕疙瘩及不适症状。

2.�过期妊娠的风险： 妊娠超过 42 周称为

过期妊娠，可能导致胎盘老化，影响胎儿脑、心、

肝等器官功能。 因此， 怀孕后应定期做产前检

查，适时临产。

3.�自然分娩的准备：加强孕期保健，多吃

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 适当进行体育锻

炼，提高子宫和腹肌的收缩力。 同时，保持精神

愉快，避免过度紧张影响分娩。

分娩是女性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虽然伴随

着诸多挑战与不确定性， 但通过科学的孕期管

理和分娩准备，可以大大降低风险，确保母婴安

全。 希望本文的解答能够帮助准妈妈们更好地

了解分娩过程，减轻恐惧与焦虑，顺利迎接新生

命的到来。

（作者单位：广西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青

秀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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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知识

胰岛素注射技巧：糖尿病患者必知的护理细节

□刘英华

胰岛素注射是糖尿病患者日常护理中

极为重要的一环，正确的注射技巧不仅能提

高药物疗效，还能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以下

是糖尿病患者必须掌握的胰岛素注射护理

细节。

一、选择合适的注射部位

胰岛素注射部位主要包括腹部、大腿外

侧、上臂外侧和臀部。 这些部位的皮下脂肪

较厚，神经分布较少，注射时疼痛感较轻。 其

中， 腹部是胰岛素注射优先选择的部位，因

为胰岛素在腹部的吸收率最高，吸收速度最

快，且不受四肢运动的影响。 臀部的吸收较

慢，适用于慢效、长效的胰岛素。 注射时应轮

换使用不同部位， 避免在同一部位连续注

射，以减少皮下脂肪增生和硬结的发生。

二、正确的注射前准备

1.�清洁双手：在注射前，患者需使用洗

手液或肥皂清洁双手，以减少感染的风险。

2.�检查胰岛素和注射装置：检查胰岛素

的有效期、颜色、有无沉淀物等，确保药物质

量。 同时，检查注射装置的完好性，如针头是

否完好、有无弯曲等。

3.�排气： 在使用胰岛素笔或注射器时，

需要进行排气操作， 确保注射时不会混

入空气。

三、正确的注射方法

1.�捏皮：当皮肉连得太紧、间距比针头短时，

捏起皮肤能让皮下空间更大一些， 但需注

意，不要整只手去捏，以免肌肉也被捏起来。

2.�进针角度：根据针头的长度选择合适

的进针角度。对于 4或 5毫米的短针头，大部

分不需捏皮，可 90度进针；而 6毫米及以上，

就要捏皮或 45度进针。

3.�停留时间：胰岛素笔从完全按下按钮

到拔出前，至少停留 10 秒，确保全部药液注

入体内。 若注射剂量较大，停留时间可适当

延长。

4.�拔针：拔针时应用干棉签轻轻按住注

射部位，快速拔出针头，避免在拔针时带出

血液或药液。

四、注射后的注意事项

1.�观察注射部位：注射后应观察注射部

位是否有红肿、疼痛等异常情况。 如有异常，

应及时咨询医生并采取相应措施。

2.�处理废弃针头：使用过的针头应妥善

处理，避免二次使用或随意丢弃。

五、胰岛素的保存与使用

未开封的胰岛素应存放在 2-8 摄氏度的

冰箱中，避免阳光直射和冷冻。正在使用的胰岛

素可放在阴凉避光处保存，但不宜过长时间。

六、个体化治疗与管理

胰岛素治疗的剂量必须依据患者的具体

病情而定。患者应遵循医生的指导和建议，结合

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个体化治疗和管理。

通过掌握上述胰岛素注射技巧和护理细

节，糖尿病患者可以更有效地控制血糖，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保持良好的

生活习惯和积极的心态也是控制糖尿病的

关键。

（作者单位：河北省迁西县人民医院）

产科临床：解答关于分娩的常见疑问

□刘静丽

在医院的繁忙与喧嚣中， 有一个团队默

默奉献，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每一位患者

的安全与康复。 这个团队就是供应室护理团

队，他们是医院无菌物品的守护者，肩负着

清洁、消毒、灭菌和供应医疗器械及用品的

重任。 下面，让我们一起揭秘供应室护理的

日常工作及其重要性。

1.�严格的清洁与消毒流程

供应室护理工作的第一步是清洁。 每一

个器械、每一个物品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清洁

程序，确保去除所有污垢和血迹。 精细的器

械需要使用专门的清洁剂和工具，以避免损

坏。 清洗过程包括手工清洗和机械清洗，机

械清洗适用于大多数诊疗器械，而手工清洗

则多用于精密仪器和玻璃制品。

2.�多样化的灭菌方法

灭菌是供应室工作的核心。医院常用的

灭菌方法包括高压蒸汽灭菌、环氧乙烷灭菌

和过氧化氢等离子灭菌等。 护理人员需根据

物品的性质和用途选择合适的灭菌方法，并

严格控制灭菌过程中的温度、 湿度和压力，

以确保灭菌效果。 这些措施有效减少了院内

感染的风险。

3.�高度的安全防护意识

处理污染物品时， 供应室护理人员必须

穿戴防护服、口罩和手套，以避免职业暴露。

他们还需定期进行安全培训和演练，提高应

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这种高度的安

全防护意识， 不仅保护了护理人员自身，也

保障了患者的安全。

4.�精细的分类与包装

清洗和灭菌完成后，物品需根据材质、用

途和临床需求进行分类和包装。 包装前，护

理人员会检查敷料是否清洁、完整，以确保

灭菌的有效性。 双人核对制度进一步确保了

包装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5.�高效的设备与维护

现代供应室配备了全自动纯水机、 超声

波清洗机、低温真空干燥柜等先进设备。 这

些设备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提升了消毒

灭菌的质量。 护理人员需定期维护和检查设

备，确保其正常运行，防止设备故障影响消

毒效果。

6.�密切的临床沟通与协作

供应室与临床科室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与协作。 了解临床需求，及时反馈问题，共同解

决困难，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这种团队

协作精神是确保供应室工作顺利进行的重

要保障。

供应室护理团队， 这个看似默默无闻的群

体，却用他们的专业与奉献，守护着医院无菌物

品的安全，为患者的康复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他

们的工作，虽然繁琐而辛苦，但正是这些看似平

凡的付出， 铸就了医院无菌物品管理的坚

固防线。

（作者单位：河北省馆陶县人民医院）

守护大脑，远离脑梗死

□黄颖

供应室护理揭秘：医院无菌物品的守护者

□刘桂新

脑梗死，又称缺血性脑卒中，是威胁人

类健康与生命安全的重大疾病之一，其发生

往往与脑血管堵塞、 血液供应不足密切相

关。 面对这一疾病，采取积极有效的日常预

防措施至关重要。 以下是几点建议，帮助大

家守护大脑健康，远离脑梗死。

1.�健康饮食，均衡营养

合理膳食是预防脑梗死的基础。建议多

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 水果及全谷物，

这些食物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保持血管

弹性。 同时， 适量增加鱼类、 坚果等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摄入，它们对减少血

管炎症、预防血栓形成有积极作用。 减少饱

和脂肪、 反式脂肪及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

以控制血压、血脂，降低脑梗死风险。

2.�规律运动，增强体质

适度的体育活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

强心肺功能，有助于清除血管内的“垃圾”，

预防血栓形成。 建议每周至少进行 150分钟

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

等，同时结合力量训练，提高肌肉力量和耐

力。 运动时应根据个人体质量力而行，避免

过度劳累。

3.�戒烟限酒，健康生活

吸烟是脑梗死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烟

草中的有害物质可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

硬化过程。 因此，戒烟是预防脑梗死的重要

步骤。 同时，过量饮酒也会增加高血压、高血

脂等风险，建议男性每日酒精摄入量不超过

25克，女性不超过 15克，最好是不饮酒。

4.�控制体重，避免肥胖

肥胖是多种慢性病的温床， 包括脑梗

死。 过重会增加心脏负担，影响血液循环，同

时肥胖人群往往伴有血脂异常、高血压等问

题。 因此，保持健康的体重范围，通过合理饮

食和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增长，对预防脑梗死

具有重要意义。

5.�定期体检，及时发现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是脑梗死的

高危因素。 定期进行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

的检测， 可以及时发现并控制这些危险因

素，减少脑梗死的发生。 对于已有上述疾病

的患者，应遵医嘱规范治疗，定期复查，防止病

情恶化。

6.�保持良好心态，减少压力

长期的精神紧张和压力过大也会影响血

管健康，增加脑梗死风险。 因此，保持积极乐观

的心态，学会合理释放压力，对维护大脑健康同

样重要。 可以通过冥想、瑜伽、阅读等方式放松

心情，调整情绪。

总之，守护大脑健康，远离脑梗死需要我们

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 通过健康饮食、规

律运动、戒烟限酒、控制体重、定期体检以及保持

良好心态等多方面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效降低脑

梗死的风险，享受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长征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