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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缺陷是导致婴幼儿死亡
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每一个
出生缺陷患儿的背后，都有一个生
活困难和精神痛苦的家庭。因此，
科学防治出生缺陷、护佑母婴健康
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目前，我国将出生缺陷的预防
分为三级：一级预防是指婚前、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目的在于防止出
生缺陷儿的发生；二级预防是指产
前筛查、产前诊断及孕产妇保健，
目的是减少严重出生缺陷儿的出
生，主要是在孕期发现出生缺陷胎
儿后，终止妊娠；三级预防是指新
生儿疾病筛查和儿童系统保健，目
的是新生儿疾病早筛查、早诊断、

早治疗，避免或减轻致残情况，提
高生活质量。

那么，新生儿疾病筛查到底查
什么呢？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是一
种简易、快速的血斑试验，筛查的
项目包括苯丙酮尿症和先天性甲
状腺功能减低症（新生儿“两病”筛
查）。

苯丙酮尿症患儿的身体无法
正常代谢苯丙氨酸，通常刚出生时
无明显异常，一般在3个月~6个月
后逐渐出现黄头发、白皮肤、小便
呈难闻的鼠尿味或霉味等症状，几
乎所有未经治疗的患儿都有严重
的智力障碍，其中语言发育障碍尤

为明显。该病若能早期诊断并给
予低苯丙氨酸饮食治疗，通常预后
较好。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又
称呆小症。该病是由于先天性甲
状腺发育异常或代谢障碍，引起体
内甲状腺素不足，会影响患儿生长
发育，尤其是大脑发育，从而出现
生理功能低下、生长发育迟缓、智
力障碍等。患儿刚出生时无明显
的症状，一般在2个月~3个月后或
更晚才会出现症状。患儿表现为
反应差、嗜睡、哭声低、食欲不振、
便秘、黄疸延迟等症状，月龄较大
者会出现鼻梁低平、眼距宽、唇厚、
舌头伸出口外等特殊面容。

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是河南
省重点民生实事的一项重要工作，
不仅能够提高全省人口质量，还能
够切实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福
利。只要父母其中一方为河南省
户籍或驻豫军人，就可以享受新生
儿疾病筛查项目的福利，比如新生
儿“两病”筛查、多种遗传代谢病筛
查、耳聋基因筛查、听力筛查等。

新生儿疾病筛查又称“足底血
筛查”，需要采集宝宝的足跟内外
侧的血液。采血需要在新生儿出
生72小时后，并充分哺乳（哺乳至
少8次）的条件下进行，这是为了避
免苯丙酮尿症和先天性甲状腺功
能减低症的筛查结果出现假阳性

的情况，防止漏诊和误诊。
对于新生儿因任何原因（如提

前出院、早产、低体重、疾病等）无
法在72小时之后采血，专家建议越
早筛查越好，血样采集最好是在出
生后7天内进行，最迟不宜超过20
天。

总而言之，筛查结果是新生儿
遗传代谢性疾病诊断的唯一依据，
对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的发生、提
高出生人口素质有着重要意义。
因此，父母要为宝宝人生的“第一
道安检”保驾护航，让宝宝能够健
康成长。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产科）

“人生第一道安检”——新生儿疾病筛查
□伦 冰

怎样为青少年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崔德忠

目前，青少年心理问题越来越
突出，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严重者可能会出现各种过激行
为。因此，我们要关注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
护航。

生理因素

很多青少年可能由于遗传因
素，导致身心发育出现异常，比如
精神分裂症、多动症等，都与遗传
因素有密切的联系。

孕妇如果有缺乏营养、情绪不
好或乱服药等情况，会对胎儿的大
脑发育产生负面影响。

有一些青少年是受到疾病因
素的影响，生病或者受到不同程度
的外伤，对于心理健康也具有非常
大的伤害，后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心理问题。

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父母
关系、父母选择的教育方法等，对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具有非常严重
的影响。

如果家庭环境不和谐，父母离
异或采用过于严格的教育方式，都
会使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同时，
青少年在学习过程中的压力、老师

的教育方法等方面，也会使青少年
出现多种心理问题。

怎样为青少年心理健康
保驾护航

1.及时安抚情绪。
在日常生活中，青少年时常会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心理出现焦
虑、抑郁的情况。其实，在现实生
活中，很多事情都具有不确定性，
青少年如果感到焦虑不安，可以尝
试通过写作、绘画或聊天的方式，
及时表达出自己心中的想法。让
青少年保持良好的心态，有助于解
决现实问题。

2.生活规律。
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对于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
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青少
年如果经常出现心理压力比较大、
兴趣丧失、精力下降、睡眠障碍等
问题，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青少
年应保持生活规律，避免熬夜，注
意劳逸结合。

3.多做运动。
积极进行运动，对于身体健康

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运动可
以改善一些负面情绪，青少年感觉
压力大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地释放
出来。青少年要养成良好的运动

习惯，提升对运动的兴趣，及时地
释放心中的压力。

对于家长来说，在生活中一定
要关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青少年
一旦出现心理异常的行为，应及时
干预治疗。

青少年出现情绪波动相对较
大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多与其进行
沟通与交流，判断其心理是否健
康。

因此，我们要时刻关注青少年
的心理健康，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与发展。

（作者供职于信阳市湖东办事
处五星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产妇如何科学坐月子
□吕 倩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从宝宝
出生的那一刻起，产妇可能就在想
怎样才能科学坐月子。有哪些注
意事项呢？

分娩后，产妇的生殖系统、内
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呼
吸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等都
发生了变化，各个器官都需要时间
调整和恢复。一些潜在的病变可
能会在产褥期被激化出来，也可能
由产妇及其家属的护理不当而引
起。因此，科学坐月子，对产妇的
身体康复至关重要。

环境

产妇的卧室要具有良好的通
风条件，室内温度以24摄氏度~26
摄氏度为宜，当室内温度过高时，

可以开窗通风；同时，卧室的湿度
不能过大，以 55%~65%为宜。另
外，无论是自然风还是空调的风，
都不能直接吹在产妇身上。

洗澡

正常分娩的产妇，在分娩后 2
天~5 天便可洗澡。产妇洗澡时要
用淋浴，且时间不宜过长，每次5分
钟~10 分钟，水温在 34 摄氏度~36
摄氏度为宜。如果产妇分娩时不
顺利，出现出血量过多或有创口，
以及平时体质较差，可以让家属早
晚进行温水擦浴。

穿着

产妇的穿着应根据天气变化
进行调整。天气太热时，产妇可以

穿短袖和短裤，注意不要长痱子或
中暑；出汗时要勤换衣服，避免着
凉。

刷牙

产妇分娩后第二天就可以开
始刷牙，应每天早晚刷牙或睡前用
温水漱口，如果有吃夜宵的习惯，
吃完后要再刷一遍牙。产妇出现
牙齿松动的情况，并不是刷牙引起
的，而是哺乳使体内的钙质大量流
失引起的。因此，当务之急是补
钙，而不是不刷牙。

活动

产妇如果是顺产，当天就可下
床活动；如果是剖宫产，术后6小时
才能下床活动，并且避免做猛烈的

动作。产后适当活动，不仅有利于
产妇下肢血液循环、及时排出恶
露、锻炼腹部肌肉，还有利于体形
恢复，防止子宫脱垂、下肢静脉血
栓的形成及肠道粘连。

注意事项

生活起居：产妇需要调理42天
（产褥期）；室内温度保持在24摄氏
度~26 摄氏度；合理饮食，保持清
洁，注意休息；适量看手机、电视，
保护眼睛；适当活动，进行产后康
复锻炼。

饮食特点：应少食多餐，清淡
饮食；食物荤素搭配，避免偏食；适
量摄入具有活血功能的食品；坚持
母乳喂养。

乳房护理：产妇每次哺乳前，

可以轻轻按摩乳房，刺激乳房产生
泌乳反射；哺乳时，应让新生儿尽
量吸空一侧乳房后，再吸另一侧；
若乳汁充足，宝宝吃不完时，应用
吸奶器将剩余乳汁吸出，以免乳汁
淤积，预防乳腺管阻塞及两侧乳房
大小不同等情况；若宝宝吸乳不成
功，则需要将乳汁挤出后喂养；哺
乳期穿的内衣，避免过松或过紧。

产后检查：产后6周，产妇要去
医院做产后健康检查，检查内容包
括身体各器官的恢复情况及哺乳
情况。

总之，产妇需要调养42天，在
这段时间内，应避免劳动，夫妻更
不能同房，避免给身体造成损伤。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产科病房）

妊娠期间，孕妇由于体内激素
水平变化，对病毒、细菌的易感性
增强，容易出现一些疾病。其中，
丙型病毒性肝炎（以下简称丙肝）
就是孕妇常见的疾病之一。

丙肝是一种传播性疾病，有一
定的传染性。若孕妇感染了丙肝
病毒，传染性会增强，并且病毒非
常容易通过垂直传播（即母婴传
播）感染胎儿，使胎儿也感染丙肝
病毒，这种方式也是现在丙肝传播
的主要方式之一。

因为孕妇在感染丙肝病毒后
一般无特殊症状，只能通过体检发
现，所以治疗的时间相对于感染的
时间较晚，增加了胎儿感染的可能
性和孕妇、胎儿受病毒影响的时
间，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造成影
响。

那么，孕妇在发现丙肝后可以
采取哪些措施，降低对身体的影
响，保证胎儿的健康呢？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知
识吧！

丙肝的危害

孕妇与胎儿之间通过脐带进
行营养物质、代谢废物的传输，许
多微生物，如丙肝病毒就通过这一
渠道在孕妇与胎儿之间进行传
播。因此，孕妇感染丙肝病毒后，

不仅会对自身的身体健康产生影
响，还会影响到胎儿的生长发育。
现在有研究人员发现，孕妇感染丙
肝病毒后，会增加胆汁瘀积和糖尿
病的发病概率；同时，在妊娠3个月
左右时，孕妇体内的病毒量会明显
升高，这样给肝脏造成了极大的负
担，会使肝脏受损，影响免疫功能
和身体自身的解毒功能。

另外，在母乳喂养时，如果产
妇的乳头破溃，婴儿也会感染丙肝
病毒。

如何防治

1.定期检查，对肝功能受损者
进行药物治疗。

孕妇感染丙肝病毒后，对整个
孕期、产程没有太大影响，出现流
产、早产、并发症的概率都比较
低。对于感染丙肝病毒的孕妇，不
能使用有致畸副作用的药物治疗，
只能定期检查，关注肝脏是否出现
受损现象。如果肝功能受损，可以
根据患者的情况酌情给予相关的

药物进行治疗。
2.分娩时注意对胎儿的保护。
许多人认为顺产会增加胎儿

感染丙肝病毒的概率，盲目地选择
剖宫产。其实，只要在分娩时保证
胎盘完整，缩短产程，避免胎儿过
分暴露，以及减少新生儿与产妇接
触的机会，就能有效避免丙肝通过
母婴传播感染新生儿。

除此之外，感染丙肝病毒的孕
妇应避免进行羊水穿刺术，防止穿
刺时将病毒带入羊水中，造成胎儿
感染。

夫妻双方如果能在怀孕前进
行相关检查，确定没有感染丙肝病
毒后再怀孕，可以降低母婴传播的
风险。

（作者供职于长垣市人民医院
感染性疾病科）

孕妇怎样正确防治丙肝
□杨景梅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
遇到孩子发音不清楚的情况。很
多家长认为：“孩子年龄还小，等
孩子长大了，说话就清楚了。”其
实这是不对的。

语言功能的发育过程是循序
渐进的，孩子在 3 个月~4 个月时
会“咿”“呀”发音，6个月时可以听
懂别人喊自己的名字，1岁时会说
简单的字和词，2岁时会说简单的
人名，3 岁时可以说几句简短的
话，4岁时可以描述一些简单的故
事。如果孩子与其他同龄孩子相
比，出现说话不清楚的情况，家长
千万要重视。

婴幼儿时期是语言发育的重
要时期，在此期间如果出现发音
器官发育不健全或器质性病变，
会导致孩子发音不清楚，造成人
际交往困难；上学后还会出现阅
读方面的学习困难，导致出现情
绪和行为问题，如害羞、退缩、孤
僻等。因此，孩子发音不清楚应
针对原因及时矫正，以免错过最
佳语言发育“窗口期”。

发音不清楚的原因

语言环境不好 患儿处在外
语环境中、家庭中有多种语言或
口音、缺少良好的模仿者等，都会
导致患儿语言方面的障碍。

发音器官结构或功能异常
如果患儿存在舌系带过短、先天
腭裂等情况，会导致患儿出现发
音不清楚的现象。

智力发育迟缓 患儿如果存
在智力发育迟缓，会影响语言表
达能力的发育，导致发音不清楚。

听力障碍 有一些患儿因为
有听力障碍，例如弱听或听音模
糊，也会影响语言功能的发育。

矫正措施

体位和呼吸训练 让患儿仰
卧在训练床上，将一只手放在腹
部，感觉手是如何随呼吸而上下
起伏的，在感觉到气流呼出的过
程中发出“哈”音，进一步练习“打
靶、兔宝宝、兔爸爸”等音节。患
儿发音时可以与正确读音做比
较，如从录音机中辨认正确和错
误的声音，一旦患儿能完全辨别，
并意识到自己发音错误时，则逐渐进入音素水平、音节
水平、单词水平、句子水平的矫正。

唇部按摩法 让患儿平躺在训练床上，训练师用两
只手轻按患儿的面部和唇部，然后用两只手的食指、中
指、无名指指腹平放在患儿两侧面颊处，顺时针按摩5分
钟，依次对上下口唇进行交叉按摩5分钟，训练师要用力
均匀，速度适中。通过面部、唇部按摩，可以提高患儿唇
部肌肉的敏感度。

手术治疗 因唇裂、腭裂等情况导致发音器官无法
承担正常的发音运动时，应先寻求手术治疗，待受损的
器官得到修复后，再进行语言训练和清晰度矫正。

在孩子语言功能发育的过程中，家长要时刻注意孩
子语言发育的各个阶段，并且注意孩子语言发育在各个
阶段的不同表现，这样就能在发现孩子出现发音不清楚
的情况时，采取正确的矫正措施。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康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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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保健措施
□段杨平

产前保健是降低孕
产妇死亡率和出生缺陷
发生率的重要措施。传
统的产前保健，已经不
能 适 应 现 代 社 会 的 要
求，并且我国各个地区
和不同医院产前检查的
方案存在较大差异，这
也是导致我国孕产妇死
亡率和出生缺陷率较高
的原因。

健康教育应遵循普
遍性指导和个性化指导
相结合的原则，对计划怀
孕的夫妻进行孕前健康
教育。

目前，产前保健的主
要特点是要求在特定的
时间检查，取消传统的规
律间隔检查模式，产前保
健的时间要由产前检查
的目的来决定。

根据产前检查的需
要，推荐进行产前检查的
孕周分别是：孕6周~孕8
周；孕 10 周~孕 14 周；孕
15周~孕19周；孕20周~
孕 24 周；孕 24 周~孕 28
周；孕 30 周~孕 32 周；孕
32周~孕36周；孕38周~
孕41周，共8次。有高危
因素者，应酌情增加产前
检查的次数。

孕 6 周~孕 8 周产前
检查内容：排查孕期高危
因素；血常规、尿常规检
查；肝肾功能检查；测量
空腹血糖；乙肝五项检
查；梅毒、HIV（艾滋病病
毒）筛查；B超检查；心电
图检查。

孕 10 周~孕 14 周产
前检查内容（针对所有孕

妇）：建立孕期保健手册，
分析首次产前检查的结
果，重点询问阴道出血和
饮食情况；B超测量胎儿
NT（颈项透明层）值。

孕 15 周~孕 19 周产
前检查内容（针对所有孕
妇）：询问阴道出血、饮
食、运动情况；唐氏综合
征筛查。

孕 20 周~孕 24 周产
前检查内容（针对所有孕
妇）：询问胎动、阴道出
血、饮食、运动情况；胎儿
系统超声筛查；血常规、
尿蛋白检查。

孕 24 周~孕 28 周产
前检查内容（针对所有孕
妇）：询问胎动、阴道出
血、宫缩、饮食、运动情
况；检测血压、体重，评估
孕期体重增长是否合理，
了解子宫底的高度，进行
胎心率监测；妊娠期糖尿
病筛查；血常规、尿常规
检查。

孕 30 周~孕 32 周产
前检查内容（针对所有孕
妇）：询问胎动、阴道出
血、宫缩、饮食、运动情
况；尿蛋白、肝功能检查；
胎心监护。

孕 32 周~孕 36 周产
前检查内容：询问胎动、
宫缩、分娩计划等情况；
B超检查，胎心监护。

孕 38 周~孕 41 周产
前检查内容（针对所有孕
妇）：询问胎动、宫缩、分
娩计划等情况；B 超检
查，胎心监护。

（作者供职于郑州人
民医院产科）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
家庭都把孕妇当成重点关照对
象，进入“补得越多，胎儿发育得
越好”的误区。然而，这样往往会
导致孕妇营养过剩，继而出现巨
大儿的情况，分娩时增加创伤风
险，需要进行剖宫产；对产后恢复
也有一定的影响，会增加产妇肥
胖的可能性。

那么，胎儿在孕妇的肚子里，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胎儿的体重呢？

B超检查结果虽然没有直接显
示胎儿的体重，但是我们可以根据
检查结果，计算出胎儿的重量，作
为参考。在临床上，计算胎儿体重
的公式较多，主要需要胎儿双顶
径、腹围和股骨长度等指标，通常
使用以下公式：胎儿体重（克）等于

900 乘以双顶径减去 5200；胎儿体
重（克）等于宫高乘以腹围加上
200。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
计算方法，计算出的胎儿体重只是
大概范围，存在一定的误差，实际
体重需要以分娩后为准。

孕期不同阶段，孕妇控制体重
的方法是不同的。体重增长范围
根据孕周和孕妇孕前体重情况而
确定，一般整个孕期体重增长应控
制在12.5千克以内。

孕早期，体重增加1千克～2千
克较为适宜；孕中期，每月增加1千
克～3 千克，孕 14 周后，每周增加
0.3 千克～0.5 千克（肥胖者每周建
议增加 0.3 千克）；孕晚期，体重增
加 5 千克～6 千克，即每周约增加
0.4千克。

孕妇体重增长过快，会引发许
多疾病，如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
糖尿病等，同时也会增加巨大儿的
概率，难以顺产，增加剖宫产的概

率。建议孕妇在家里准备一个身
体秤，定期测量体重。那么，孕妇
该如何控制体重呢？

调整日常饮食 主要是调整
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量。体重正常、营养良好的孕妇，
每天食物的摄入量应与孕前大致
相同；若过多摄入主食、肉类、甜
食，会造成能量的摄入量过多。

调节每天活动量 尽量多参
加有益的日常活动，如散步和轻体

力家务劳动等。散步是适合大多
数孕妇的运动，建议孕妇养成饭后
散步的习惯，每日散步1小时~2小
时，每天不少于6000步。运动还可
以缓解子宫压迫造成的静脉回流
不畅，促进孕妇血液循环，预防孕
期水肿。

增加新鲜蔬菜、水果等纤维类
食物的摄入量 孕期多吃新鲜蔬
菜、水果，可以增加维生素及矿物
质的摄入量，有利于胎儿的生长发
育；但是要适量吃，不能把水果当
饭吃，并且要选择含糖量较低的水
果。

总之，孕妇只有合理饮食、适
量运动，才能控制好体重。

（作者供职于驻马店市中医院
产房）

孕期控制体重的方法
□曹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