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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怀孕5个月花销近万元

“防辐射服折后1299元、一瓶
妊娠纹抚平霜299元、孕妇专用奶
粉800元……”，1日下午，怀孕5个
月的沈慧向记者介绍她刚从孕婴
店买的一堆孕妇专用品，她告诉
记者，她已经购置了近万元的母婴
用品了，在她怀孕以来的20多周里，

购买过孕妇专用奶粉、各种维生
素、营养元素的保健品、防

辐射服及各式孕妇装、各
式胎教、育儿书籍等，期
间还花费了999元团购
了一次“孕妇照”。当
然，这还不包括日常的
孕检费用和日常饮食等
费用。

沈慧告诉记者，由于
身边的朋友怀孕期间都

是这个消费，再加上
能 保 障 母 子 营

养，虽然花了
钱，但图个

安心。

记

者采访发现，在新一代产妇的队
伍里，沈慧并不是特例。在潍坊市
人民医院妇产科候诊区，王萍萍
正在老公的陪同下准备产检，她
告诉记者，她已经怀孕7个月了，
目前除了购买母婴用品的花销，
她还在为预定医院床位、寻找金
牌月嫂、保姆着急。

王萍萍说，她和老公在婴儿
护理方面的知识较少，双方父母
的那套“育儿经”也早已经过时，
她希望能找到一位专业的月嫂帮
她度过月子期。目前，张萍萍已经
咨询过三家家政公司了，金牌月
嫂的平均价格是5000元，每天工作
10个小时，只负责宝宝的日常生
活，不照顾产妇。每天工作14个小
时的话，月薪8000元。

“催奶师得找、床位得预定，
都是钱！”王萍萍的老公告诉记
者，家人联系了一位催奶师，优惠
价，一次200元。

记者发现，市场上的母婴用
品店内，孕妇唇膏、洗面奶、面霜、
洗发水等物品一应俱全，这些用
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卖点，无香精、
无色素、无化学添加成分。但凡与

“孕妇专用”沾边的产品，都成为
高价的标签。

情景
分娩中途变卦，
执意剖腹产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
妇产科主管护师张健荣告
诉记者，“80后”已是产妇
主力军，年轻的准妈妈大
多是独生子女，“怕痛”和
图方便成为她们在分娩时
选择剖腹产的主要原因。

据张健荣说，前来生产
的孕产妇有很多看起来像孩
子，“她们基本上都是独生

女，从小就有些娇惯，对于怀孕
都显得非常紧张。”医生说，这些

女孩一旦怀孕，全家都高度重视，
如同众星捧月般，就连到医院做
个检查都有两人以上全程陪同，
没有大人在旁边，自己就拿不准
主意。对于这些孕妇来说，没有比
生孩子时要忍受十几个小时的疼

痛更痛苦的事情，
对疼痛的恐惧心理
促使她们在分娩时
大多选择剖腹产。另
外，与顺产相比，剖腹产不用漫长
的等待，划一刀可以解决问题，所
以选择剖腹产的孕妇日益增多。

在各大医院的产科病房，也
不乏一些因不能忍受分娩的疼痛
而中途选择剖腹产的孕妇。

“新一代的孕妇普遍显得任
性、娇气，因为情绪障碍导致难产
或剖腹产的情况越来越多，这部
分产妇性格脆弱又比较任性，依
赖心理严重。”，已经有20年从医
经验的张健荣对有些孕产妇的行为
哭笑不得。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有一
名孕妇，在医生的建议下选择自然
分娩。但在分娩的途中，她突然改变
了注意，执意要剖腹，当时，宝宝已
经露出半个头了，最痛苦的时候已
经过去，这时候只要孕妇稍微坚持
一下，孩子就能出来了。但那位孕妇
无论如何都不听医生的劝说，把自
己的手机扔了，还对医生破口大骂，
无奈之下，医生只能为她进行剖腹
产手术。

张健荣说，剖腹产对产妇和
宝宝的后续影响都很大。顺产的
产妇不会有伤口感染的情况，她
们的身体恢复也很快。而剖腹产
的产妇有可能承担感染的风险，
她们的恢复期也更长。剖腹产的
孩子还因没有经过产妇的每一次
宫缩，使皮肤的神经末梢和大脑
中枢有一个很好的磨合，因此协
调能力和做精细动作的能力都比
较差，有的甚至连一条直线也走
不好。

据介绍，目前过半的孕妇因
不能忍受分娩的疼痛而选择剖腹
产，这对产妇和宝宝来说，都没有
好处。

情景
众星捧月“补”出超重产妇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产妇都
存在营养过剩的现象”，潍坊市人
民医院产二科的一名医生告诉记
者，孕产妇营养过剩，体重增加
快，成了大趋势。按照正常规律，
孕妇每月增长1公斤属于正常，整

个孕期一般增
长12公斤。但现实状况普遍突破

了这一数据，孕妇体重增长基本
在15—20公斤，她接诊过的产妇有
的甚至增长了30多公斤。孕产妇
过胖，体重增加过快，导致顺产时
产妇子宫收缩乏力，产后出血增
多，也容易产生巨大儿、难产等。
而对于剖腹产的孕妇，手术难度
也加大，主要是腹壁脂肪太厚，易
出现切口愈合慢，增加手术难度
等。

戴玲是一名怀孕 1 7周的孕
妇，相比怀孕之前，她胖了1 1公
斤，医生为此已经提出了忠告，如
果不适当控制体重，将会对生产
带来很大的麻烦。戴玲说，怀孕
后，妈妈和婆婆都抢着照顾她，婆
婆还专门为她制定出食谱，每天
海参、燕窝、牛奶、大鱼大肉，少吃
一样都不行。她说，家人的出发点
是好的，就是希望宝宝和她都能
够营养充足，但没想到，疯狂的

“食补”却害了她。
产科医生介绍，很多准妈妈

怀孕后，家里的长辈都恨不能让
孕妇多吃一些有营养的食物，甚
至饮食中出现“营养叠加”的现
象，例如既疯狂的食补，又服用各
种营养元素的保健品，最终导致
营养过剩。

刘媛是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
的一名护士，1日下午，她正在医
院产科病房准备迎接宝宝的到
来。她告诉记者，在怀孕期间，她
除了补充叶酸外，没有服用任何
的营养保健品，而是通过适当食
补的方式为胎儿补充营养。她说，
在营养上，只要孕妇不挑食、偏
食，保持营养均衡即可。如果摄取
营养过量，对孕妇和胎儿都不好，
更不利于生产。

产科专家表示，不管是不是
独生女，一旦长大成人，尤其是结
婚后，就应该努力锻炼使自己变
得成熟和独立起来；一个称职的
母亲，不是靠买多少贵重的母婴
用品换来的，重要的是拿出做母
亲的敢于承受困难、面对挫折的
心理准备，作为受到高等教育的
新一代孕妇，更应以成熟、冷静的
心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近年来，随着
越来越多的“ 8 0

后”独生子女升级
为父母，一个婴儿同
时被多个长辈密切关
注的情形屡见不鲜，每
一个生命的诞生都牵动
着多人焦灼的神经。孕
妇在催生了高消费的孕
妇经济的同时，剖腹产
比例上升、巨大儿、难
产等问题也逐渐凸
显，新一代孕妇正
面临生育带来的
幸福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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