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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平煤神马医
疗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
产科，一名 150多公斤的超重产
妇剖宫产顺利生下宝宝，母子平
安。总医院产科主任王华莉表
示，由于这名产妇体重超重，手术
过程困难重重。她提醒孕产妇要
建立体重管理理念。

今年 30岁的王女士是一名
二胎妈妈，跟其他孕产妇相比，她
极其特殊。第一次妊娠时体重达
到137.5公斤；再次怀孕，体重更
是 达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峰 值——
152.5公斤。术前诊断为子痫前
期、糖尿病合并妊娠、妊娠合并子
宫瘢痕、巨大儿、羊水过多等疾
病。

王华莉介绍，因为产妇体重

过重，手术的难度和危险系数很
大。过度肥胖的孕产妇手术过程
中麻醉、血压很难控制，出血、心
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也会增
加，产后脂肪液化伤口愈合较
慢。还会给宝宝带来心血管疾
病、代谢性疾病的风险。

“产妇的第一胎就是在我们
医院分娩的，因为剖宫产术中发
生心衰，转入 ICU治疗。此次考
虑到分娩风险高，王女士又选择
了我们医院。”总医院产科医生高
立娟说。

3月3日下午，王女士被推进
手术室，由于体型过胖，手术床的
宽度都不足以支撑她的身体，需
要医护人员在产妇两边确保她的
稳定和安全。对于医护人员而

言，为如此大体重产妇做手术也
是一次重量级的挑战。手术室现
场待命的医护人员比平时增加了
一倍，以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

由于体型比较大，测血压、找
血管、打麻醉等成了手术难题。
产妇背部脂肪太厚，脊椎间隙无
从寻找，麻醉针头完全没于脂肪
中，于是医生决定麻醉体位由常
规的侧卧改为坐位，麻醉师凭着
经验找到穿刺点，才得以成功麻
醉。王女士的腹壁脂肪也比正常
人厚 2至 3倍，手术刀要下划很
多。术中，王女士出现一过性心
率监测不到，但幸运的是，整个手
术较为顺利，生下一名 4.5 公斤
重的宝宝。

“像这种肥胖症的孕产妇，不

仅要承担手术的风险，其术后并
发症风险也很高。”王华莉表示，
由于过度肥胖，患有妊娠合并高
血压、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增加，而
且生产过程发生难产必须剖宫产
的概率都会增加。

一般来说，整个孕期体重增
长10公斤至12公斤（肥胖孕妇增
长7公斤至9公斤）为宜；凡每周
增重小于0.3公斤或大于0.55公
斤者，应适当调整其能量摄入，使
每周体重增量维持在0.5公斤左
右。

王华莉说，每一位孕妈妈都
在家中享受优待，但要提醒的是，
孕妈妈要饮食适量、营养均衡、科
学进补、控制体重，才有利于母婴
安全。 （李莹）

150多公斤产妇顺利分娩
专家：孕产妇要建立体重管理理念

时下，素食受到很多人推崇。
一般来说，素食者通常分为两种，一
种是不吃肉但吃蛋类和牛奶的蛋奶
素（或吃蛋类不吃奶制品，或吃奶制
品不吃蛋类）；另一种是完全不吃动
物性食品的纯素食者。然而，从健
康角度考虑，素食者容易缺乏某些
营养素，尤其是纯素食更不值得提
倡。

缺铁 铁的主要食物来源是动
物血、肝脏、瘦肉，其中的铁为血红
素铁，吸收利用率高；而黑木耳、紫
菜、蘑菇等植物性食物虽然铁含量
较高，但主要是非血红素铁，吸收利
用率低。因此，素食者易缺铁，女性
更易缺乏，因为生育和月经等都会
增加铁的排出，使体内铁贮存不足
导致缺铁性贫血。维生素C有助非
血红素铁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建
议素食者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果
蔬，比如，青椒、鲜枣、草莓、猕猴桃
等。

缺维生素B12 这种维生素能
营养神经，如果缺乏易引起巨幼红
细胞性贫血，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
病风险。维生素B12主要存在于动
物性食品、发酵食品和菌类食品中，
未发酵的植物性食品中几乎不含这
种营养。对于摄入奶制品和蛋类的
素食者，即便不吃其他动物性食物，
也可以摄入足量的维生素B12。但
对于不吃蛋类、奶制品的纯素食者
来说，虽然发酵食品和菌藻类食品
中含有维生素 B12，但其吸收利用
率不及动物性食品，因此，建议纯素
食者在膳食中增加发酵豆制品，如
纳豆、腐乳、豆豉等，还应配合营养
补充剂及营养强化食品。

缺钙 蛋奶素食者只要保证奶
制品、大豆和绿叶菜摄入，就基本不
会缺钙，因为奶制品是钙的最佳膳
食来源；对于纯素食者，因为不吃奶
制品，少了一部分钙来源，需要多吃
其他富含钙的食物，比如，豆腐丝、
豆腐干、腐竹、绿叶菜等。同时还要
注意户外活动，促进维生素D的合
成，增加钙的吸收利用。另外，烹调
蔬菜时建议水焯，以除去不利于钙
吸收的草酸；煮粗粮时最好提前泡
制，并倒掉泡豆、泡粮的水，以减少
影响钙吸收的草酸；如果还不能满
足钙的需求，建议服用钙制剂。

缺锌 对于纯素食者来说，锌缺
乏的危险较蛋奶素食者高，精白米
和蔬菜、水果中的锌含量较低，但坚
果和粗粮是锌的良好来源，例如，黑
芝麻、松子等。发酵豆制品也是锌
的良好来源，因为经发酵后，植酸被
分解，减少了对锌吸收的阻碍，因
此，素食者特别是纯素食者，可以适
当增加这些食物的摄入，但要注意
控制坚果类食物的摄入量，以防摄
入过多脂肪，增加肥胖风险，建议每
天只吃一小把。

缺优质蛋白质 谷类、蔬菜、水
果、菌藻类、豆类及其制品均是素食
者蛋白的重要来源，但是谷类、菌藻
类，特别是蔬菜和水果蛋白质含量
低，易造成优质蛋白质缺乏。另外，
谷类食物的蛋白质缺乏赖氨酸，豆
类食物缺乏蛋氨酸，两者搭配食用，
可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建议
素食者增加豆类及其制品的摄入，
并和谷类食物搭配食用。

总体来说，相对于纯素食者，蛋
奶素食者容易保持营养素平衡，只
是铁吸收率偏低，要注意预防缺铁
性贫血的发生。除了注意补铁，纯
素食者还要注意预防优质蛋白质、
锌、维生素B12等营养素的缺乏，养
成科学饮食模式，保证营养均衡。

（人民）

纯素食
容易缺营养

3月5日，市中医医院志愿者深入疫情防控一线，践行雷锋精
神为患者服务。图为志愿者帮助患者用手机扫码进行预检分
诊。 陈胜 摄

市中医医院志愿者服务患者

通过中医正骨，让骨折患者
免除手术之苦，近年来，市中医医
院特色医疗品牌——中医正骨
术，为骨伤患者打开了一扇神奇
的大门，受到众多患者及其家属
的好评。不久前，一位八旬老人
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叶县洪庄杨 81 岁的王奶奶
一个月前在捡拾东西时不慎摔
伤，左手腕关节肿胀变形，疼痛难
忍。医院X片检查结果显示：老
人左手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多
家医院均建议手术治疗，考虑到
老人年事已高，外科手术具有一
定的风险，且需要进行两次手术，
家属更倾向于保守治疗的方式。
在多方打听后，得知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大夫临床经验丰富，家属
遂把老人送往市中医医院治疗。

在详细了解老人身体状况，
并与老人家属充分沟通后，市中
医医院骨伤科主任郭国兴及其团
队用中医正骨手法为老人做了骨
折整复。之后，用小夹板固定。
复位后，坚持外敷中药、内服制
剂，经过几次复诊调整夹板及功

能锻炼，不到一个月，老人的手腕
基本恢复如常。

据郭国兴介绍，其实小夹板
治疗骨折并非新鲜事物，在中国
有着三千年历史，曾在上世纪60
到80年代盛行一时，不过它几乎
被现代手术所代替，目前不少医
院，甚至中医院都放弃了这一传

统中医正骨技术。只有年纪大的
或退休的医生熟悉小夹板，年轻
的骨科医生大多不会使用。

和现代手术相比，手法正骨
小夹板固定不损伤骨膜，有利于
骨折愈合。对于骨折后的局部肿
胀疼痛，还可配以中药外洗，能明
显减轻疼痛，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消除肿胀。同时，配合中医汤剂
口服可以活血化瘀、接骨续筋，加
速骨折愈合，具有不开刀、复位
好、花钱少、疗程短、痛苦轻、并发
症少、功能恢复良好等优点。而
手术治疗骨折势必对已折断骨骼
的患肢再切开皮肉，切断组织，会
影响骨折处的血液运行，在骨周
围软组织被损伤的同时，还在被
折骨上钻孔打钢板，骨折恢复后
还要再次手术取掉钢板，这也就
意味着二次创伤和高昂的手术费
用，而且手术患者还可能出现伤
口感染等症状。

郭国兴表示，大多数的四肢
常见骨折都可以采取中医正骨保
守治疗。对于四肢骨折尤其是上
肢骨折，例如，锁骨骨折、肱骨外
科颈骨折、肱骨干骨折、肱骨髁上
骨折，以及前臂双骨折、桡骨远端
骨折等，中医正骨都有一整套相
应的系统治疗方案，且能收到良
好的疗效，特别是发生率最高的
桡骨远端骨折，90%都可以采用
保守治疗，且治疗效果很好。

（李莹）

市中医医院骨伤科：

中医正骨术为骨伤患者打开神奇之门

郭国兴（图左）和同事一起为患者进行骨折正骨治疗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3 月 3 日中午，忙碌了一上午的王志强（图右）和姬如意（图
左）走出市二院隔离留观病区，来到缓冲更衣室，他们手拿酒精棉
签仔细擦洗着耳蜗和鼻孔等部位，进行着就餐前的别样“洗脸”。
王志强和姬如意分别是该院神经内一科、神经内二科的医生，两
人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抽调到了该院的隔离留观病区。每天走
出病区时，他们都要花上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使用酒精清洗自己
的面部等部位，酒精的经常擦拭使皮肤产生了不适状况，但两人
笑着说，“只要疫情能够早日消除，这样做很值”。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下班别样“洗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