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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怀孕期间，为了维护
母婴健康，医生会建议进行一系
列产前检查。其中，孕期超声检
查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这项检查
是利用超声波技术透过孕妇的腹
部，对胎儿进行细致的观察和评
估。那么，在孕期的不同阶段，都
需要进行哪些超声检查呢？

什么是孕早期超声检查
孕早期超声检查是女性怀孕

后的第一次超声检查，通常在怀
孕的第6周~第8周进行。这次检
查的主要目的是确认胚胎是否在
子宫内正常着床，即宫内孕，以排
除宫外孕等异常情况。

在孕早期超声检查中，医生
会观察孕囊的位置和大小，以及
胚胎的发育情况。孕囊是女性怀
孕初期包裹胚胎的囊状结构，其
位置和大小可以反映胚胎的发育
状况。同时，医生还会观察胚芽
和胎心等关键指标，以确认胚胎
是否存活并正常发育。
NT检查（颈项透明层厚度检查）

NT 检查通常在孕 11 周~孕
13周+6天进行，它是一项通过测

量胎儿颈项部皮下无回声透明层
最厚部位的检查，用于评估胎儿
是否可能患有染色体异常疾病的
风险。染色体异常疾病是一类严
重的遗传性疾病（如唐氏综合征
等），患儿出生后可能面临智力障
碍、生长发育迟缓等问题。

在 NT 检查中，医生会利用
超声波测量胎儿颈项透明层的厚
度。如果厚度超过正常范围，可
能提示胎儿存在染色体异常的风
险。此时，医生会建议孕妇进行
进一步的检查，如羊水穿刺或无
创DNA（脱氧核糖核酸）检测等，
以明确诊断。

中孕期系统超声筛查
中孕期系统超声筛查是孕期

超声检查中最为全面和详细的一
次检查，通常在孕 18 周~孕 24 周
进行。这次检查的主要目的是对
胎儿的各个部位进行细致的观察
和评估，以发现可能存在的结构
异常。

在系统超声筛查中，医生会
按照一定的顺序对胎儿的各个部
位进行检查，包括头部、颜面、脊

柱、心脏、腹部、四肢等。他们会
观察这些部位的结构是否完整、
比例是否协调、是否存在异常回
声等。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异常
情况，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进一
步的检查或咨询相关专家。

此外，中孕期系统超声筛查
还可以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情况进
行评估。通过测量胎儿的双顶
径、头围、腹围和股骨长等指标，
医生可以大致估计胎儿的体重和
发育状况，从而判断是否与孕周
相符。

孕晚期超声检查
孕晚期超声检查通常在孕

28 周及以后进行，这是孕期的最
后一次超声检查。这次检查的主
要目的是评估胎儿的生长发育情
况、胎盘的位置和成熟度、羊水
的量以及胎儿的脐带血流情况
等。

在孕晚期超声检查中，医生
会观察胎儿的胎位是否正常，即
胎儿在子宫内的姿势和位置是否
有利于顺利分娩。同时，他们还
会评估胎盘的位置和成熟度。胎

盘是胎儿与母体之间进行物质交
换的重要器官，其位置和成熟度
对胎儿的生长发育具有重要影
响。如果胎盘位置过低或过早老
化，可能会影响胎儿的营养供应
和氧气交换。

此外，医生还会测量羊水的
量。羊水是充满在羊膜腔内的液
体，对胎儿的生长发育起着重要
的保护作用。如果羊水量过多或
过少，都可能提示胎儿存在异常
情况。同时，医生还会观察胎儿
的脐带血流情况。脐带是连接胎
儿与胎盘的纽带，胎儿可以通过
它获得营养和氧气。如果脐带血
流异常，可能会影响胎儿的生长
发育甚至生命安全。

总之，孕期超声检查是保障
母婴健康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
定期的超声检查，医生可以及时
发现并处理可能存在的胎儿异常
情况，为孕妇和胎儿的安全提供
有力保障。

超声检查的注意事项
在进行孕期超声检查时，孕

妇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选择合适的检查时间 根据
医生的建议和孕期的不同阶段，
选择合适的时间进行超声检查。
确保检查时胎儿的位置和发育状
况适宜观察。

穿着宽松舒适 在进行超声
检查时，孕妇需要露出腹部以便
医生操作。因此，建议穿着宽松、
舒适且易于脱穿的衣服。

保持放松的心态 超声检查
是一种安全、无痛的检查方法，孕
妇无须过分紧张。保持放松的心
态有助于检查的顺利进行。

遵循医生指导 在检查过程
中，医生会根据需要要求孕妇调
整姿势或进行特定的呼吸动作。
孕妇应积极配合，以确保检查结
果的准确性。

询问和了解检查结果 在检
查结束后，孕妇应主动向医生询
问检查结果，了解胎儿的发育状
况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有异常
发现，应及时咨询医生并遵循医
生的建议进行进一步处理。

（作者供职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妊娠期糖尿病是指孕妇在怀孕期间出
现的高血糖状态，它不仅对孕妇的健康产生
影响，还可能对胎儿的发育造成不良影响。

妊娠期糖尿病的危害
妊娠期糖尿病可能导致多种母婴健康

问题，这对母婴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都构
成了严重威胁。对于孕妇来说，妊娠期糖尿
病可能导致感染、羊水过多、酮症酸中毒等
并发症。这些并发症不仅增加了孕妇的痛
苦，还可能对母婴健康产生长期影响。

对于胎儿来说，妊娠期糖尿病也可能导
致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例如，胎儿在母体内
生长过快，可能导致出生时体重过大，增加
新生儿并发症的风险。此外，胎儿还可能出
现低血糖、黄疸、呼吸窘迫综合征等并发症，
这些都需要及时治疗和护理。

因此，预防妊娠期糖尿病对于母婴健康
非常重要。通过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可以
降低妊娠期糖尿病风险，从而减少母婴并发
症的发生。

妊娠期糖尿病的病因与风险因素
遗传因素 糖尿病具有一定的家族聚集

性。因此，遗传是妊娠期糖尿病的一个重要
风险因素。如果孕妇的直系亲属中有人患
有糖尿病，那么她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
可能会增加。

年龄因素 高龄孕妇是妊娠期糖尿病的
一个重要风险因素。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
龄的增长，胰岛功能会逐渐衰退，血糖的调
节能力会有所下降。

肥胖 肥胖孕妇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风
险明显增加。这是因为肥胖孕妇的脂肪细
胞增生肥大，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从而
导致血糖升高。

不良孕产史 如果孕妇曾经有过妊娠期
糖尿病、巨大儿、胎儿死亡等不良孕产史，那
么她再次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

种族和地域因素 某些种族和地域的人
群中，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较高，这可能
与遗传背景、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有关。

饮食习惯 长期高糖、高脂肪、高热量、
高盐的饮食习惯可能导致孕妇体重增加、肥
胖和胰岛素抵抗，从而增加妊娠期糖尿病的
风险。

缺乏运动 长期缺乏运动可能导致孕妇
的肌肉和脂肪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从而
导致胰岛素抵抗和血糖升高。

其他疾病 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多囊
卵巢综合征等内分泌代谢疾病，也可能增加
孕妇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

妊娠期糖尿病的预防措施
健康饮食 合理饮食是预防妊娠期糖尿

病的重要措施之一。孕妇应控制热量摄入量，选择低糖、低脂、
高纤维的食物，如蔬菜、水果、全麦面包等。同时，要保持定时
定量的饮食习惯，避免暴饮暴食。此外，孕妇还应避免过多摄
入高糖饮料、糖果等甜食，以降低血糖水平。

适量运动 适量运动有助于控制体重，提高胰岛素敏感性，
从而降低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孕妇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散步、练习瑜伽、游泳等温和的运动方式。运动时应避免剧烈
运动，避免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运动，以免对母婴健康造成不
良影响。

控制体重 保持体重在正常增长范围内有助于预防妊娠期
糖尿病的发生。孕妇应根据医生建议控制体重增长速度，避免
过度肥胖。同时，孕妇还应关注腰围的变化，保持腰围在正常
范围内。

定期产检与筛查 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及时发现血糖
异常情况，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孕妇应遵循医生建议进行产
检和筛查，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妊娠期糖尿病。

健康教育与管理 孕妇应了解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知
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通过参加孕妇学校、听取医生讲解
等方式，了解妊娠期糖尿病的危害、预防措施等知识。同时，
孕妇还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避免过度焦虑和
抑郁。

注意事项与误区澄清
个体化预防方案 不同孕妇的身体状况和风险因素不同，

因此预防措施也应个体化。孕妇应根据自身情况制订适合自
己的饮食和运动计划，并定期调整和评估。

误区澄清 有些孕妇认为妊娠期糖尿病无法预防或无法控
制，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通过合理的饮食、运动和定期产检
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妊娠期糖尿病风险。同时，孕妇还应避
免盲目相信广告宣传或偏方治疗等不科学的方法。

高危人群重点管理 对于具有高龄、肥胖、家族史等高危因
素的孕妇，应加强管理和监测。医生应根据孕妇的具体情况制
订个性化的预防方案，提高预防效果。

平衡饮食 孕妇在控制饮食时应注意平衡营养，保证母婴
健康所需的营养素供给。避免过度限制饮食或偏食等情况，以
免影响母婴健康。

（作者供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

孤独症儿童拥有独特的沟通方式、行为
模式和兴趣爱好，我们不仅要给予他们更多
的理解和关爱，还要特别关注他们的身体健
康，尤其是口腔健康。

龋齿，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虫牙”，却
可能给孤独症儿童带来大麻烦，影响他们的
饮食、睡眠，甚至整体生活质量。因此，了解
并掌握孤独症儿童预防龋齿的方法，是我们
共同的责任。

孤独症儿童口腔健康特点
首先，由于沟通障碍，孤独症儿童可能

无法准确表达口腔不适或拒绝刷牙的原
因，使得家长难以判断并满足其需求。其
次，部分孤独症儿童对触觉、味觉、嗅觉等
感官刺激异常敏感，可能对牙刷的质地、牙
膏的味道或口腔清洁的动作产生抗拒或恐
惧。

此外，重复行为也是孤独症儿童的一个
显著特征，他们可能沉迷于某种特定的口腔
活动，如长时间咀嚼非食物物品，从而增加
口腔损伤和感染的风险。

针对这些特点，我们需要采取更加细致
和个性化的措施来适应孤独症儿童的敏感
性。选择适合他们的牙刷、牙膏，并通过逐
步引导的方式，让他们逐渐适应刷牙的过
程。

预防龋齿的实用方法
家长的辅助与引导 在刷牙方面，由于

孤独症儿童的配合度可能欠佳，家长的辅助
尤为重要。家长应耐心引导孩子进行刷牙，
可以采用示范、鼓励、奖励等多种方式，激发
孩子的兴趣和积极性。

饮食后漱口与刷牙 临床上建议，孤独
症儿童在饮食后应立即漱口，以清除口腔中
的食物残渣和糖分。漱口不仅简单易行，还
能有效减少细菌滋生。当然，刷牙仍然是预
防龋齿的关键措施。家长应监督孩子每天
至少刷两次牙，早晚各一次，并确保每次刷
牙的时间不少于两分钟。同时，使用含氟牙
膏（在医生指导下）可以进一步增强防龋效
果。

饮食调整 除了刷牙外，饮食调整也是
预防龋齿的重要方面。家长应尽量减少孩
子摄入含糖饮料和零食的频率和量，鼓励孩
子多吃蔬果和富含纤维的食物。这些食物
不仅有助于清洁牙齿表面，还能提供身体所
需的营养素。定时进食也是预防龋齿的有

效方法，可以减少食物残渣在口腔中的停留时间。
定期检查与专业护理 定期检查和专业护理对孤独症儿童

来说同样重要。家长应定期带孩子到口腔医院进行口腔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口腔问题。在检查过程中，医生会
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给出个性化的建议和治疗方案。同时，专
业的口腔清洁服务也能有效去除普通刷牙难以触及的牙菌斑
和牙结石，为孩子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

利用辅助工具与技巧 为了更好地帮助孤独症儿童进
行口腔清洁，家长可以利用一些辅助工具和技巧。例如，制
作简单的刷牙步骤图或视频，通过视觉化的方式引导孩子
理解并掌握刷牙的正确方法。此外，选择带有音乐或故事
的牙刷或牙膏，也能让孩子在刷牙的过程中享受乐趣和放
松。

对于特别抗拒刷牙的孩子，家长还可以尝试使用电动牙
刷或水牙线等高科技产品，以提高清洁效果并减轻孩子的抵
触情绪。

家庭与社会的支持
家长的角色 在预防孤独症儿童龋齿的过程中，家长扮演

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孩子口腔健康的守护者，还是
孩子良好生活习惯的引路人。因此，家长应积极参与孩子的口
腔健康维护工作，包括监督刷牙、调整饮食、定期带孩子看牙医
等。同时，家长还应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和心理需求，给予他
们足够的关爱和支持。

学校与社区的支持 除了家庭之外，学校和社区也是预防
孤独症儿童龋齿的重要力量。学校应加强口腔卫生教育，将
口腔健康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内容中，提高孩子们的口腔健康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学校还可以组织定期的口腔健
康检查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专业的口腔护理服务。此外，社区
也应关注孤独症儿童的口腔健康问题，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服
务支持，如设立专门的口腔健康咨询点、开展口腔健康宣传活
动等。

孤独症儿童的健康成长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预防龋
齿作为维护口腔健康的重要一环，更是我们不容忽视的责任。
通过了解孤独症儿童的口腔健康特点、掌握预防龋齿的实用方
法以及加强家庭与社会的支持与合作，我们可以为孤独症儿童
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

（作者供职于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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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盆腔炎 呵护女性生殖健康
□莫秀丽

盆腔炎作为一种常见的女性
生殖系统炎症，给许多女性的生
活带来了困扰。它不仅会影响女
性的身体健康，还可能对心理健
康造成影响。因此，了解盆腔炎
的治疗方法和日常保养方式对于
女性的健康非常重要。

什么是盆腔炎
盆腔炎即盆腔炎性疾病，是

由女性生殖道炎症引起的一组疾
病，包括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
输卵管卵巢脓肿和盆腔腹膜炎
等。炎症可局限 1 个部位，也可
累及多个部位，如果不及时治疗，
盆腔炎可能会导致不孕、输卵管
感染、慢性盆腔痛等严重后果。

盆腔炎的病因与症状
导致盆腔炎的病原体来自阴

道原寄生菌群和外界病原体。当
人体抵抗力下降、内分泌失调或
组织损伤时，阴道菌群可能上行
成为致病菌。急性盆腔炎常见于
产后、宫腔手术后、不洁性生活、
经期不卫生和邻近器官炎症。慢
性盆腔炎则由急性炎症治疗不彻

底或机体抵抗力低下引起，可能
涉及慢性炎症形成的瘢痕粘连和
盆腔充血。

盆腔炎因炎症轻重、范围大
小及感染的病原体不同，症状也
有所差异。急性盆腔炎主要表现
为下腹痛、发热、阴道分泌物增多
等症状，严重时可伴有高热、寒
战，甚至出现腹膜炎、败血症等并
发症。慢性盆腔炎则多表现为下
腹部坠胀、疼痛及腰骶部酸痛等
症状，常在劳累、性交后及月经前
后加剧。需注意，盆腔炎的症状
与其他妇科疾病的症状相似。因
此，如需确诊，需要借助专业医生
的判断。

盆腔炎的诊断与治疗
为了准确诊断盆腔炎，必须

采取综合性的评估手段。
在妇科检查中，医生会进行

初步的器官检查，以此为基础来
识别任何可能的异常变化。实验
室检查能够进一步明确炎症指标
和病原体，如血液检查和阴道分
泌物检查。影像学检查如超声波

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生殖器官的
形态和结构。

治疗盆腔炎的方法丰富多样，
涵盖了多种治疗途径。这些方法
包括但不限于辅助治疗、药物治
疗、物理康复、传统中药疗法以及
手术干预等。支持疗法主要是调
整生活方式，如卧床休息、清淡饮
食等。药物治疗以抗生素为主，
及时、连续地消灭病原体。物理
治疗则通过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
进炎症吸收。中药治疗主要是应
用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的方法。
手术治疗是最后的选择，仅在保守
治疗无效时考虑，需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全面评估。治疗方案的选
择需根据患者情况和医生建议而
定。

盆腔炎的日常保养与预防
盆腔炎的日常保养与预防对

女性的健康是十分必要的。通过
注意个人卫生、提高免疫力、避免
不洁性行为以及定期进行妇科检
查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盆腔炎
的发生风险，并有助于预防其他

妇科疾病。
首先，个人卫生是预防盆腔

炎的重要一环。女性应保持外阴
清洁干燥，每天用温水清洗外阴，
避免使用刺激性强的清洁剂。内
裤应勤换洗，并选择透气性好的
棉质内裤。在经期和产后，更应
注意保持外阴清洁，避免细菌感
染。

其次，提高免疫力也是预防
盆腔炎的有效方法。合理饮食是
提高免疫力的关键，女性应保证
摄入足够的营养，多吃新鲜蔬菜、
水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适量
运动也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建议
女性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
等强度有氧运动。

最后，通过定期进行妇科检
查，可以及早发现并治疗妇科疾
病，避免病情恶化。建议女性每
年进行一次妇科检查，以及根据
医生建议进行其他相关检查。

在特殊情况下，如妊娠期、老
年期或慢性期，盆腔炎的治疗与
保养方法可能会有所不同。对于

妊娠期盆腔炎患者，治疗时应充
分考虑胎儿的安全性，选择对胎
儿无害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在保
养方面，妊娠期患者应特别注意
个人卫生和性生活卫生，避免感
染。对于老年盆腔炎患者，治疗
时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身体特点
和疾病状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
法；在保养方面，老年人应注重营
养摄入和适量有氧运动，注意劳
逸结合，提高身体免疫力。对于
慢性盆腔炎患者，治疗时应坚持
长期治疗和保养，避免病情反复
发作；在保养方面，慢性患者应保
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积极
配合医生的治疗建议。

盆腔炎的康复之路不仅是治
疗的延续，更是对自己身体的深
层次关照。通过了解盆腔炎的定
义、症状，及时治疗并配合康复阶
段的生活方式调整和心理健康关
注，我们可以更好地度过这一过
程。

（作者供职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柳州市工人医院）

新生儿黄疸的治疗与护理
□欧枝进

什么是新生儿黄疸
新生儿黄疸就是新生儿皮

肤、巩膜（眼白）出现黄染的现
象。这通常是由于新生儿体内
胆红素水平过高所导致的。胆
红素是红细胞分解后产生的一
种物质，正常情况下，肝脏会将
其处理并排出体外。但在新生
儿期，由于多种原因，胆红素可
能会在体内积累，导致黄疸的出
现。

根据黄疸的发生原因和时
间，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生理性黄
疸和病理性黄疸。生理性黄疸
是新生儿期的常见现象，通常在
出生后2天~3天出现，4天~6天
达到高峰，然后逐渐消退，一般
不超过 2 周。而病理性黄疸则
可能由于疾病、感染、溶血等原
因导致，出现时间早、持续时间
长、黄疸程度重，甚至可能伴随
其他症状。

新生儿黄疸的判断与监测
要判断新生儿黄疸是否正

常，我们需要从黄疸的出现时
间、严重程度和是否伴随其他症
状等方面进行观察。一般来说，
发生生理性黄疸的宝宝除了皮
肤黄染外，其他状况良好，吃奶、
睡觉、大小便都正常。而发生病
理性黄疸的宝宝可能会出现精
神萎靡、食欲不振、体温异常等
症状。

除了观察症状外，我们还可
以通过实验室检查来了解新生
儿的胆红素水平。医生会根据
胆红素水平和其他相关检查结
果来判断黄疸的类型和严重程
度。

新生儿黄疸的治疗与护理
对于生理性黄疸的宝宝，通

常无须特殊治疗，只要保证充分

哺乳、保持新生儿排便通畅、适
当的阳光照射即可。阳光中的
蓝光可以帮助降低胆红素水平，
但需注意避免阳光直射眼睛和
皮肤晒伤。

对于病理性黄疸的宝宝，医
生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
治疗措施。药物治疗是一种常
见的方法，通过使用药物来帮助
肝脏处理并排出胆红素。光疗
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通过
将新生儿置于特殊的蓝光灯下，
利用蓝光的作用降低胆红素水
平。在严重的情况下，可能还需
要进行换血治疗等其他治疗方
法。

在治疗过程中，新生儿的护
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家长需要
密切观察宝宝的病情变化，及时
就医。同时还要注意保暖、避免
感染、保持室内空气流通等护理
措施。

黄疸的预防与控制
黄疸的预防和控制对于新

生儿的健康非常重要。通过采
取一系列预防措施，可以有效降
低新生儿黄疸的发生率和严重
程度。

孕期保健是预防新生儿黄
疸的重要一环。孕妇应保持健
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均衡
饮食，避免孕期感染和不必要的
药物使用。同时，定期产前检查
也有助于及早发现并处理可能
导致新生儿黄疸的高危因素。

新生儿出生后的护理也是
预防黄疸的关键。出生后应尽
早开奶，促进胎便排出，减少胆
红素的吸收。保持皮肤清洁，避
免皮肤感染，也是预防黄疸的重
要措施。此外，合理的喂养和充
足的营养供给也有助于降低新

生儿黄疸的发生风险。
除了预防措施外，定期监测

黄疸指数也是控制黄疸的有效
手段。家长应学会观察新生儿
皮肤颜色的变化，并使用黄疸仪
等工具进行监测。一旦发现黄
疸，应及时就医，按照医生的建
议进行早期治疗，防止病情恶
化。

新生儿黄疸的误区与澄清
在对待新生儿黄疸的问题

上，存在一些常见的误区。例如
有人认为新生儿黄疸是正常现
象无须治疗，但实际上病理性黄
疸需要及时干预以防止对新生
儿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还有
人认为新生儿黄疸会自动消退
不需要关注，这也是错误的观
念。因为忽视黄疸可能引发其
他并发症如核黄疸等严重问
题。此外，关于新生儿黄疸与母
乳的关系也存在误区，有人认为
需要停止母乳喂养，但实际上，
只有严重的母乳性黄疸才需要
暂停母乳喂养。

因此，家长应该保持理性，
避免过度恐慌或轻视黄疸问题
遵循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建议，
学习科学知识正确认识新生儿
黄疸并加强家庭护理以促进新
生儿健康成长。

家长在应对新生儿黄疸时，
应保持冷静，既不应过度担忧，
也不应掉以轻心。值得注意的
是，家长应遵循医生的专业诊断
和治疗指导。通过学习相关的
科学知识，家长能够更准确地理
解新生儿黄疸，并采取有效的家
庭护理措施，从而保障宝宝的健
康成长。

（作者供职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贺州市妇幼保健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