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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女士对分娩的想象和体验
颇具代表性。过去医疗技术尚不
发达，分娩总是和受难、遭罪挂
钩。如果按照从0到10给疼痛程
度定级，分娩时的产痛可达 9.7~
9.8级，可能是一位女性在一生中
所遇到的最高烈度的疼痛。

随着无痛分娩的逐步推广，
如今，舒适分娩已成为现实。它
通过适当、安全地使用麻醉和器
械等人工干预手段，可在很大程
度上减轻产妇的疼痛感，将疼痛
评分从无法忍受的9至10分，降至
3至4分的可耐受范围内。

“有一个明显的对比，过去的
产房，撕心裂肺的叫喊声此起彼
伏，现在得益于药物性分娩镇痛，
以及亲情陪产、导乐分娩等非药
物性的辅助手段，产房的气氛渐
渐变得安静而温馨。”福建省妇幼
保健院孙蓬明副院长说。

推广无痛分娩 两医院落地公益资助
最近，眼瞅着预产期越来越近，福州的徐女士变得越来越焦虑，因为身边过来人的经

验都在告诉她“分娩是成为母亲前的受难”。
考虑到分娩镇痛可能带来的痛苦，徐女士一家都支持她采取无痛分娩。几天后，徐女

士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顺利生产。“没想到打完无痛，没有那么痛了。导乐和爱人都在边
上陪着给我打气，过程虽有些紧张，但还是舒适的。”生完宝宝后，徐女士如释重负地说。

除了观念的转变和政策的
引导，给予有力的经济支持也
是无痛分娩推广的重要一环。
过去无痛分娩的额外费用基本
会在千元以上甚至数千元，对
部分家庭来说仍是负担。

为减轻产妇家庭的负担，
上海、广西、贵州等多个省陆续
宣布将无痛分娩纳入医保。日
前，国家医保局也发文，将分娩
镇痛等项目单独立项，有效提升
医疗机构提供分娩镇痛的积极
性。不仅如此，一些社会公益力
量也加入了无痛分娩的推广。

7 月 30 日，在浙江省妇女
儿童基金会“Babycare 白贝壳
关爱专项基金”的支持下，“无
痛分娩资助公益项目”正式落
地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和五四
北院区（福建省妇产医院）。
据了解，该专项基金曾先后在
浙江、安徽、江苏等 7 省落地，
累计帮助 1200 位产妇接受无
痛分娩。

此次该公益项目资助金额
为 20 万元，可为省妇幼保健
院、省妇产医院两院区的200位
产妇提供无痛分娩现金补助，
每人1000元，名额先到先得。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无
痛分娩临床试验，至今技术已十
分成熟。但此前数据显示，我国
无痛分娩的普及率仅有30%。

“民众观念认知的偏差是
很大的阻碍因素。”孙蓬明副院
长说，“我们在不少新闻中会发
现，很多家庭对无痛分娩的认
知几乎为零，所以他们往往会
千方百计阻挠产妇使用无痛分
娩。”

为更好地普及无痛分娩，
2018 年，在国家卫健委指导下，
全国先后有913家医院设立分娩
镇痛试点基地。随着试点工作
开展，2022 年 913 家试点医院分
娩镇痛率已提升到60.2%。

我省也推出一系列生育利
好政策，如《“十四五”福建省母
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实施方案》
明确指出：规范开展专业陪伴
分娩等非药物镇痛服务，鼓励

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经 5
年的试点推广，2023 年省内试
点医院镇痛率已从不足 30%上
升至接近 60%。其中，省妇幼
保健院麻醉科率先在省内全面
推行分娩镇痛，分娩镇痛率已
达 73%以上。

“接下来，我们医院还会加
大无痛分娩的科普宣传力度，让
更多孕产妇家庭正确认识无痛
分娩。”孙蓬明副院长说。

□本报记者 林颖

无痛分娩认知观念仍需大力扭转

为200个产妇每人
补助1000元

无痛分娩让疼痛评分从9~10分降至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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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眼镜”背后的“大秘密”：
斜视，不只是外貌的困扰
两年前，当时 4 岁的明明（化

名）在幼儿园体检中意外发现了眼
位异常，到医院检查后，诊断为斜
视。

起初，家长因孩子外观上看似
无恙且年龄尚幼，对医生建议的手
术治疗方案持观望态度，暂时搁置
了治疗。

然而，确诊斜视后，家人开始
留意明明的行为习惯，发现他平时
歪头看物的习惯愈发明显，特别是
看电视入神时，右眼珠在专注时更
是悄悄外偏，这才让家长意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

今年暑假，考虑到即将到来的
小学生活，家人决定带明明来东南
眼科医院接受斜视治疗。

接诊后，福建卫生报健康大
使、东南眼科医院业务副院长、小
儿眼科主任夏江胜副教授提醒：斜

视，远不只是影响外
貌那么简单。它更是
孩子双眼视功能发育
的“隐形杀手”，可能
导致视力下降、立体
视觉缺失乃至弱视等
一系列严重后果。尤为关键的
是，孩子6~8岁前是双眼视功能建
立的黄金期，在 8 岁前治疗斜视，
效果显著，超过12岁，效果则微乎
其微。

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暑
期恢复时间长，孩子治疗斜视对学
习生活影响小，有弱视的孩子，术
后也有充足的时间配合接受弱视
训练。

从“斜”眼看人到“正”视人生：
成人斜视矫正，迟来的救赎
3~7岁是斜视高发期，如不进

行系统治疗，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
而改善，成年后还会对交友、就业

等多方面产生影响。
斜视并非孩童专属，成人同样

可能受其困扰。
19岁的晓斌（化名）便是其中

之一。自幼斜视的他，因长期采取
歪头看东西的代偿头位，导致头部
轻微倾斜，成了大学校园里的“特
别存在”。终于，在这个暑假，他鼓
起勇气，走进东南眼科医院，希望
通过手术“改斜归正”。

入院后，经过系统性检查后，
夏江胜副教授通过手术为晓斌调
整了眼部肌肉，术后第二天，他的
斜视就得到了纠正，歪头现象也得
以解决，找回“正视”世界的能力。

但由于治疗时机的延误，晓斌

虽矫正了斜视，却遗憾地失去了建
立正常立体视功能的机会，未来职
业选择也因此受限。

专家呼吁>>>
早发现、早治疗，勿让斜视成

为成长路上的绊脚石
斜视造成的伤害不可忽视，错

过治疗时机，可能导致孩子无法建
立正常的融像能力和立体视觉，长
大后难以从事3D建模，显微医疗
等精细目力的工作；也无法进行羽
毛球、乒乓球、篮球这样需要精准
距离感的运动项目；在日常生活
中，如果驾车上高速公路，由于难
以准确判断前后车距离，还会存在
交通风险。

斜视患儿还可能形成斜视性
弱视，日后即使戴上眼镜，视力也
不能达到正常水平。此外，斜视影
响外貌，会给儿童心理发育蒙上阴
影，使之产生自卑、孤独等心理症
状，直接影响其性格和心理的正常
发育。

面对斜视带来的种种危害，夏
江胜副教授呼吁，家长应密切关注
孩子的眼部健康，一旦发现孩子出
现眼位偏斜、歪头视物、眯眼等异
常行为，应立即前往专业眼科医院
进行检查和治疗。切勿因一时的
疏忽，错失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让
斜视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绊脚石。

（张帅 张世杰）

暑假眼科“小高峰”：除了近视，儿童斜视治疗正当时

别让“斜”眼偷走孩子的未来
暑假到来，各个医院的小儿眼科门诊迎来了一年中

的就诊“热潮”。记者从东南眼科医院了解到，进入8月
以来，小儿眼科日均门诊量已高达500人次。其中，除了
老生常谈的儿童近视问题外，斜视治疗也成为众多家长
关注的焦点。

夏江胜正在为孩子检查眼睛夏江胜正在为孩子检查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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